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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了宪政思想的真义，发展现行体制的空间，着力具体微细的实践，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宪政
建设的可行途径。
总结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中国宪政建设是一条渐进之路，既不能贻误时机，也不能急于求成，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地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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