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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南京师范大学精品课程《宪法学》的建设成果之一，是一本主要面向本科生的教材。
     本书吸纳了国内宪法学研究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对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主要内容，本教材也予以了反映。
     本教材在内容的编排上也有一定的特色。
全书分为原理、国家、公民、实施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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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些体现在一个文件或几个密切相关的文件之中的规则的总和，而且，这种规则几乎不可避免地仅仅
是一种法律规则的总和。
因而，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看来，宪法是管理一国政府活动的并且是体现在一个文件中的法律规则
的总和。
”①在鲍格德那里，宪法是据以建立国家的政府、以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种根本大法；它可以
是成文的，由主权者制定具体的条文；它可以是历史的结晶，由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国会法、判例以
及政治习俗所组成。
②马金铎则也认为，规定高级行政官吏的权力以及人民的主要权利的一群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基本法，
称之为国家的宪法。
③有学者认为：“作为法律形式的宪法一般指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根本法律地位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宪法渊源是其外部形式，宪法规范是其实质内容。
”④这种定义方式主要是从宪法的渊源角度来进行的，尤其是在描述不成文宪法时较为常见，其本意
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的表现形式。
3.从宪法的功能价值来定义宪法。
美国学者特利索利尼认为，“宪法有双重功能，即授予权力并限制权力。
”⑤布兰代尔也认为宪法是“强调对政府活动进行限制，给予公民以最大限度自由的强制性规范”。
⑥王磊认为：“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
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⑦这种定义方式侧重于宪法的近现代意义，彰显了近现代宪法与古代宪法之间的差异所在。
4.从法律地位来定义宪法。
朱国斌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组织法，是法律的一种，是从内容到形式上，凌驾于其他任何法律之上
的国家基础法。
”⑧朱福惠教授认为：“宪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
国家根本法。
”⑨这种定义方式侧重于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将宪法视为根本法，以区别于其他法律形式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后记

本书是南京师范大学精品课程《宪法学》课程建设的成果之一，是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老师和部分研
究生共同完成的。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本书撰稿人及撰稿分工如下：第一章、第二章、第二十二章  季金华第三章徐骏第四章、第八章、第
十章、第十六章  屠振宇第五章  项显生  张严  贺日开第六章钱宁峰潘瑶  贺日开第七章侯菁如第九章、
第十五章、第十七章严海良第十一章、第十八章黄学琴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二十章  杨登峰第十
四章  韦宝平王鑫第十九章孟卧杰第二十一章  贺日开项显生、钱宁峰参与了本书统稿工作，最后由贺
日开定稿。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师大法学院领导和校党办主任刘旺洪教授的关心，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中国法制出版社的罗菜娜、谢玲玉两位编辑为本书的面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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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现代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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