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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防法律制度(宪法视角下的国防法律制度研究)》编著者丛文胜。

全档以宪法文本为依据、以宪政实践为依托、以宪政理论为支撑，立足我国国防法律制度建设的历史
与现状，借鉴国外宪政体制下的国防法制建设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的国防领导体制、吲防立法制度、
国防监督法律制度、国防法律体系、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律制度、军人权益保障法律删度和国防涉外法
律制度以及武装力最法规制度，兵役法律制度、国防教育法律制度、国防动员法律制度、圈防科技法
律制度、军事司法法律制度、国防经济法律制度、军人优抚法律制度、军人婚姻法律制度、军事设施
保护法律制度、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律制度、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疗面的法律制度以及有关对外军
事活动和战争方面的法律制度作丁全面评析，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宪法学及国防法学的研究领域和体
系。
在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之际，本书出版对于重视研究以宪法为统领全面加强国防法律制度建设
，加快完善国防法律制度体系，依法推进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现代化，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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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文胜，1969年1月入伍，历任战士、排长、教导员、协理员、沈阳军区政治郎干事、军事科学院
军队建设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正师职、专业技术锻研究员，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取得国家律师
资格的军队执业律师。
中国宪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海峡两岸关系
法研究会理事，原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军事法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北京市法学会理事、宪法研
究会副会长一立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律师协会顾问等。
全军法律战专家组成员、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首批特聘专家，参加了国家重要法律和军队条
令条例的编修，研究成果多次受到党和国家、中央军委领导高度重视，5次荣立三等功，全国和全军
“四五普法”先进个人，著有《军事法制电》、《中国共产党的法制理论与实践》、《战争法原理与
实俐》、《法律战经典案例评析》、《治军铁律》，主编《人民军队法制建设八十年》、《新中国国
防法制建设六个年》、《法律战讲座》、《土兵优抚与退役安置法律问题》等10余部著作。
在《中国法学》、《中国军事科学》、《法学杂志》、《中国军法》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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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国防法律制度建设展望
附录1 中国历部宪法对国防制度方面的规定摘要
附录2 世界有关国家宪法对国防制度方面的规定摘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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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我国国防法律体系的纵向（效力等级）结构。
从立法体制看，国防法律规范由于制定机关不同，其效力也不同，由此形成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规范
，构成军事法规体系的纵向结构。
我国国防法律按其效力等级在纵向上可分为五个层次：一是宪法中的国防条款。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中的国防条款主要规定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基本国防制度、国防机构、武装力量建设的总目标、
原则和任务等，在国防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是制定一切国防法律法规的依据。
二是基本国防法律。
凡对军事或国防领域重大事项的规范属于中央专属立法权，都应当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
基本国防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是调整军事或国防领域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社会关
系的法律。
三是国防法律。
国防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调整军事或国防领域某一方面重要社会关系的法律。
主要包括军事或国防方面的专门法律和法律性决定以及其他法律中的国防条款。
四是国防法规。
国防法规是最高军事机关与最高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单独或联合制定的调整军事或国防领域某一方
面一般社会关系的法律文件。
主要包括中央军委制定的军事法规、国务院制定的军事行政法规、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的军事
行政法规等。
五是国防规章。
国防规章是有关军事机关与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单独或联合制定的，主要包括中央军委各总部、各
军兵种、各军区制定的军事规章，军委有关总部与国务院部委联合制定的军事行政规章。
同时，军委各总部制定的规章效力高于各军兵种、各军区制定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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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防法律制度:宪法视角下的国防法律制度研究》在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之际，对于重视研究
以宪法为统领全面加强国防法律制度建设，加快完善国防法律制度体系，依法推进国防和武装力量建
设现代化，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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