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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认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法学教材编写中的正反经验，充分吸取了国家教育部高等
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对法学教材论证的意见，立足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现状，建立了适
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教材体例。
在内容选择上，注意吸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科研的最新成果，面向21世纪的法学教育，注重知识性、
理论性、实践性的统一，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已成为高等政法院校
师生首选的主力教材，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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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子清，男，1938年生，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务处处长，上海市专利管理局
局长，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市宪法学研究会顾问。
主要著作有：《宪法概论》（编著）、《宪法学》（主编）、《中国宪法》（主编）、《中国行政法
教程》（主编）、《国家监督论》（合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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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课程体系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是法学的分支学
科，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近代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取得国家政权的产物。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规范所调整的是一国之内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便构成了有别于普通法律的宪
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再就世界各国而言，则因国情的不同，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内容上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这就使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
因此，一般而言，宪法学不仅要研究宪法和宪法性文件本身，而且还要研究宪法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
；不仅要研究宪法学的基本理论，还要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研究民主宪政的实践；不仅要研究本国的宪
法，还要研究外国的宪法。
这样，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宪法学理应由宪法学原理、中国宪法学、外国宪法学、比较宪
法学、宪法思想史和宪政制度史等分支学科组成。
本教材是一本以研究中国宪法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政法院校宪法学教科书。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学，理所当然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研究宪法学的一般原
理，又要研究中国宪法的实践；既要研究中国宪法的历史，更要研究中国宪法的现实；既要研究宪法
典和宪法性文件，又要研究存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宪法惯例和宪法习惯。
有鉴于此，本教材作为中国宪法学的课程体系，除导言外，共分11章。
第一章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部分，着重阐明宪法的概念、分类、作用、宪法原则、宪法制度等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第二章阐述宪法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近代宪法的产生、旧中国的宪政运动和宪法问题
、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内容；第三至十一章着重阐述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内容，是
本教材的主要部分。
其中第三至七章为我国现行宪法总纲部分的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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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别为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国家机构；鉴于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本身不属于国家机构性质，虽然在我国现行《宪
法》中于“国家机构”一章第111条规定了此项内容，但本教材还是在“国家机构”之后单列一章加以
阐述；第十一章国家标志则是现行宪法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的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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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第4版)》是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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