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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郭子问庄子：您所说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庄子回答说：道是无所不在的。
东郭子：您得具体一点才行。
庄子：那就让它体现在蝼蚁身上吧。
东郭子：道是宇宙的最高法则啊，怎么会如此低下呢？
庄子：那就让它在稻田的稗草里好了。
东郭子：怎么每况愈下了呢？
庄子：那就让它在残瓦碎砖里。
《庄子·知北游》你家要拆迁了。
政府通知你，你可以得到部分补偿并选购城边新盖的住昕，但必须在期限内搬走。
你本不愿意搬，而且觉得政府所定的拆迁费太低了。
你还怀疑政府官员和开发商之间有幕后交易，靠侵吞你和周围邻居的安置费来瓜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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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本法学教程，本书具有普通法律教科书的特点。
由于本书把宪法严格作为一门法律来对待，因此它在风格上和民法、刑法或行政法没有根本区别。
全书将宪法学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介绍与比较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宪法制度。
　　在内容上，本书分三大部分，共八章。
第一部分是概论，其中包括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宪法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渊源，以及宪法审查机制
三章。
之所以将审查机制作为概论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宪政经验普遍表明，宪政审查是宪法效力的必要
保障；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政审查，宪法就失去了实际效力，宪法学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头理论。
因此，和前两章一样，这部分内容具有基本与普遍意义。
第二与第三部分是关于宪法学实体理论。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机构，包括国家权力结构的划分，政府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产生的方式三章。
第三部分讨论公民权利，包括权利的基本概念和宪法保障两章。
之所以把公民权利放在国家机构的后面，部分是出于循序渐进的考虑，因为“宪法”（constitution）
的原始含义毕竟是指政府的组织法；部分则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我
们所说的宪法保障，实际上是指通过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宪法对公民权利实施的保障。
　　在形式上，本书将结合理论叙述和实际案例，并在适当的地方穿插“评注”（对概念或理论的说
明）、“探讨”（对某些有争议问题的讨论）、“案例”（各国著名或典型判例）、动态（中外宪政
的最新进展）与“思考”（对读者提出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注重的是有说服力的推理，而不是“正确答案”；事实上，大多数有价值的法
律问题是不存在正确答案的。
政府可以基于对社会影响的考虑而限制你的言论自由吗?官员可以反诉侵犯他名誉的公民吗？
最高法院是否应收回对死刑的核准权？
（见本书第七章）宪法是否要求私有财产受到征用时获得公正补偿?如何衡量补偿是否“公正”？
对这些问题的争议本身表明，正确答案是很难发现甚至不存在的。
如果你有志于宪法学，那么你所能做的只是从你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出发，尽可能为某种答案提供有力
论据。
当然，别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
这是为什么辩论在法律中如此重要，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法院去评判与解决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
争议。
　　为了便于阅读，本书用脚注表示一般较长的案例名称，一般文献则用“（）”夹注的形式，表明
作者、年代和页码，并在全书最后附以参考文献。
 对案例的原文有修改的，一律甩“[]”表示。
除非特别说明，美国“宪法”是指其联邦宪法，“最高法院”是指联邦最高法院，德国的“宪政法院
”一般是指联邦宪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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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千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1999年回国后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主编（2000年至今），200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4年当选为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并担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导论>>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分　概论　第一章　宪法（学）是什么？
　　第一节　引论——宪法能为你做什么？
　　第二节　基本概念　　第三节　宪法的结构与特征　　第四节　宪法学是一门“科学”　　第五
节　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与原则　第二章　宪政制度及其思想渊源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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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权利的作用和分类　第八章　权利的宪法保障　　第一节　表达自由　　第二节　宗教
与信仰自由　　第三节　社会经济权利　　第四节　人身权利　　第五节　集体权利——生存权与发
展权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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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52条规定对下列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或者刑事处分：(一)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二)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三)对于控告、检
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2代表名额的分配由于法治国家的法律规范是由多数人民代表制定的，而人民代表又是从多数选民的
表决中选举产生的，代表名额的分配构成了选举的关键。
国家是由众多地区组成的；由于地方利益的多样化，几乎任何级别的选举：全国的或地方的都必然在
不同地区分别举行，而人民代表必然来自于国家的某个地区，并最能代表本地区的选民利益和需要，
因而也是由本地区的选民选出：这就和上海市的选民不清楚西藏自治区的人民需要什么，因而也不应
该有权选择那里的全国人大代表一样简单。
根据“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每个选民只有一票，必须保证和其他选民的一票具有同样的分量；且由
此选出的每个代表必须代表大致同样多数的选民，各个地区的代表人数和其选举基数之比必须大致相
同。
选举法第9至11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的代表总名额。
第12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大代表名额，由本级人大常委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或企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小于四倍比例。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
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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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首先要感谢法律出版社教育分社丁小宣社长对我的一贯支持；是他给予我这个和众多大学生“见面
的难得机会。
这本书是为了宪法学的学生而写的，而它本身也是教学的产物。
我感谢我在南京大学教过的研究生：有的已经或即将成为同事，特别是赵娟、黄建军、李燕萍、夏正
林、赵雪雁等；他们在课堂上的讨论和问题为我提供了诸多启示，让我真切体会到“教学相长这句古
训的含义。
这本书的初稿主要是在2002年暑假期间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0f StAndrews)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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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第2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古罗马时代，两部法学阶梯先后撰成，杰作不朽。
哲人其萎，后世继之。
今天，我们奉献这套法学新阶梯丛书，追先贤之洪业，成新一代法学教科书。
我们也向有志学习法律的学子们致意。
我们相信，经过不懈努力，学子们最美丽的希望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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