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宪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3695377

10位ISBN编号：7503695374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俞德鹏

页数：36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前言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本书所言的宪法学是广义宪法学，即关于民主政治法律体系的学说。
宪法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宪法即作为国家根本法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宪法典，广义宪法即宪法部门，是一个以宪法典
为核心包括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在内的法律规范体系，是民主国家的政治法，是民主
国家调整狭义政治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
与此相对应，宪法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宪法学即研究宪法典的学说，广义宪法学即关于民主政治法律体系的学说。
本书以民主政治法律体系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笔者任教的学校——宁波大学自2007年开始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实行按大学科平台招生
与教学。
《政治学与宪法学》课程被确定为法政文史学科大类各专业的平台课程。
《政治学与宪法学》课程实际上是《政治学原理》与《宪法学》两门课程的合并；《政治学原理》是
政治学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教育部规定的专业核心课程。
《宪法学》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教育部规定的专业核心课程。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科学，现代政治均是民主政治，故政治学以民主政治为研究对象。
宪法学是研究宪法和宪政现象的科学，而宪法则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故宪法学
也以民主政治为研究对象。
共同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这两门课程的大部分内容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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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广义宪法学以及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主要内容依先理论后实务，先公民后国
家的思路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宪法基本理论以及宪政历程，主要阐述宪法概念、宪法渊源、宪法结构、宪法规范、宪
法解释、宪法修改、宪政、宪法监督制度、政治概念、政治关系、权力等基本原理，介绍古代宪政、
中世纪的民主政治、近现代西方国家宪法与宪政史、中国的宪法与宪政历程。
    第二部分是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主要阐述人权原理、公民基本权利概念，介绍国际人权公约、中
国人权法律制度、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
    第三部分是政治制度，主要阐述人民主权、公民政治参与、直接民主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
政治社团、基本国策、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立法制度、选举制度的基本原理，介
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政党和社
会团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中国立法制度等。
    第四部分是国家机构，主要阐述国家机构原理，介绍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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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宪法概述第一节 宪法概念与特征一、宪法的概念（一）宪法的词义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
国家，宪法一词在古代的典章制度中都已存在，但其词义与近代以来的宪法有很大差异。
在我国古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已出现了“宪”、“宪法”、“宪令”、“宪章”等词汇
。
如《尚书·说命》中的“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管子·七法》中的“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
令，明宪法矣”；《韩非子·宪法》中的“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等。
总起来讲它们通常在以下几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指国家的一般的法律、刑法，如《国语·晋语》：
“赏善罚奸，国之宪法。
”二是指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法令，如《管子·立政》：“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
国。
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
”三作动词解，指效法。
如《中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在西方，英文“Constitution”来自于拉丁文“Constitutio”，最初的词意是建立、组织和结构。
古希腊著名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各国宪法》中最早使用“Constitutio”一词。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Con-stitutio”即可以翻译为宪法，又可以翻译为政体。
他说：Constitutio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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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是俞德鹏编著的，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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