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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学(第3版)》内容简介：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系列教材自2002年出版以来，受到全国法学专业师生
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荣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本系列教材经过两次修订，质量日趋精良，目前已经销售50万册，被全国近百所高校作为教材使用：
在我国法学教育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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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宪法制定程序是指制宪机关制定宪法时所经过的阶段和具体步骤。
宪法作为根本法，其制定程序一般要严格于普通法律的制定程序。
虽然在具体制定程序的设计上各国不尽相同，但为了保证制宪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制宪程序一般
都会包括如下几个环节。
（一）制完动议的提出和决定制宪动议通常是由某些政党或社会集团提出，交由人民或一定的机构来
决定是否制宪。
制宪动议的提出一般是适应一定的社会发展的需要，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愿望，而不应仅仅是基
于个别人或个别政党的利益。
从理论上说，决定制宪是人民的权力，应经过人民的投票，但实践中往往是由一定的掌握国家实质性
权力的机构或集团决定的。
根据《共同纲领》第13条的规定，在国家最高政权机关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行使国家政
权的最高机关，政协有权就有关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
为此，中共中央在作出制定宪法的决策后，在1952年12月24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由周恩来代
表中共中央向会议提议，由全国政协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召开全国人大，制定宪法。
全国政协于1953年1月13日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了这一建议。
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
同时，由中共中央指定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具体负责宪法起草工作。
（二）制宪机构的设立组织制定宪法的机构是落实制宪决定、行使制宪权、制定宪法的关键环节。
制宪机构是宪法起草的组织者，是审议批准宪法的机关。
制宪机构在各国的形式不完全相同，有的表现为制宪会议，有的则是由国家议会担任，其在制宪过程
中的职权也不尽相同。
其中制宪会议是制宪机构的典型形式，它在制宪过程中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
制宪会议的成员应当选举产生，他们受人民委托而代表人民，这种代表性决定了制宪会议的正当性和
权威性。
（三）宪法草案的提出制宪机构产生后便进行草案的起草工作。
制宪机构在起草宪法草案之前，在基本政体模式的选择、公民的宪法地位、基本主张和救济制度框架
等方面要确立原则，要求具体起草机关在起草工作中加以贯彻。
制宪机构与宪法起草机关是不同的，制宪机构是行使制宪权的国家机关，而宪法起草机关是具体工作
机关，不能独立行使制宪权；制宪机构有权批准通过宪法，而宪法起草机关无权通过批准宪法；制宪
机构由公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而宪法起草机关主要通过任命产生，注重来源的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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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第3版)》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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