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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简练的语言基体论述了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
构形式、经济制度、精神文明建设、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结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国家
标志等内容。
本教材是一本主要以介绍和研究中国宪法，特别是线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宪法学为教科书
，它旨在帮助高等法律职业学校的学生和广大的政治学、宪法学初学者了解有关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
践基本知识，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宪法学特别是中国宪法学和学习、研究其他部门法学打下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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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茂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宪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
代表性著作有：《当代中国地方制度》、《宪法教程》。
代表性论文有：《宪法学与宪法秩序》、《改革与中国宪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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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宪法规范具有稳定性的特点。
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主要表现在：①对成文宪法来说，由于一般规定了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宪法规
范一经确定，往往不易变动；②对于不成文宪法来说，以宪法习惯、惯例存在的大量宪法规范，是在
长期政治发展中形成的，除了有大的历史变革，宪法主体一般不会破坏惯例。
宪法规范的稳定性根源于宪法调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同时，宪法规范的纲领性也有助于加强
这种稳定性。
三、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的基本原则或称宪法原则，是宪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准
则。
不同发展时期的宪法、不同国家的宪法、不同内容的宪法所确认和体现的宪法原则是不相同的。
一部宪法基本原则的多少，取决于该宪法对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分类。
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
与此相适应，现行宪法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原则和宪法至上原则。
（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根本法依据。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在调整国家同人民这一政治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它的思想基础是主权
在民的学说。
因此，在有些宪法学术论著中，这一原则往往被直接表述为“主权在民”的原则。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或主权在民原则，是近、现代宪法普遍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所不同的只是在对这
一原则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以及这一原则的实现途径（即在调整国家同人民关系时所运用的方式）不同
而已。
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为波丹首创。
波丹认为，主权是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最高权力，其具有三个特点，即主权具有最高性、永久性和不受
法律限制性。
启蒙思想家卢梭抛弃了波丹主权观念中的王权因素，创立了主权在民的学说。
卢梭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认为人民的公意在国家中表现为最高权力，主权是公意的
具体表现，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主权属于人民。
卢梭认为，人民主权的基本特色在于主权的不可转让性和不可分割性。
卢梭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他反对代议制而主张直接民主，反对分权制而认为
人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体制莫过于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尽管西方国家宪法没有完全
采用卢梭主权在民的学说，但不能否认卢梭主权在民的学说是近、现代西方国家宪法的思想基础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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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宪法》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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