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宪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1244069

10位ISBN编号：7811244063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光懿，马才华　主编

页数：290

字数：4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前言

近代宪法自英国产生以来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宪法作为法律文明
和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影响也逐步扩大，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可以这样说，宪法不但对于学习法律的人很重要，而且对学习其他知识和专业的人来说也是非常
重要的。
在一个民主与法治不断发展完善的时期，只有懂得了宪法的有关知识，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才能顺
利开展，人们也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就现有的一些宪法学教材来看，主要是针对全日制法律专业的学生和司法考试的需要编写的，专门针
对成人教育的宪法学教材还比较少。
这给教学带来了一些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云南警官学院组织了本院和外校有较强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教师编写了本教材。
全书共十章，分别是：导言；第一章，宪法总论；第二章，宪法的历史发展；第三章，国家性质；第
四章，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第五章，国家结构形式；第六章，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第七章，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八章，国家机构；第九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十章，国家标志。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着力体现我国宪法
和宪政制度的新发展，体现为教学服务和为学生学习其他法律知识打好基础的宗旨。
具体而言本教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第一，针对成人法律专业教育和司法考试复习的需要编写教材。
从成人法律教育和司法考试复习的需要来看，宪法教材应当以介绍宪法学基础理论和现行立法为主。
本教材在结构安排、内容选择和行文上都努力满足了这一要求。
第二，在编写方法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
由于宪法学的理论和知识与一般人的生活相距较远，而且很庞杂，因此一般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本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通过运用图示、图表和表格的方式，对抽象、庞杂的理论和知识进行了整理和
形象化的处理，有助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学习。
第三，本教材的编写在资料准备上花了很大工夫。
我们认真地对前人的相关研究和成果进行了收集、梳理、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我们的努
力。
尽管如此，其中的不足甚至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敬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本教材的写作分工如下（按编写章节顺序）：李光懿编写导言、第一章第一、二、三、七、九节；李
光懿、王雪编写第一章第四、五节；李光懿、杨志芳编写第一章第六、八节；马绍红编写第二章、第
三章；杨志芳编写第四章；马才华编写第五章第一、二节；张育勤编写第五章第三、四节；钟勇参与
编写第五章部分内容；黄斌编写第六章；马才华编写第七章；吴慧芳编写第八章；徐梅编写第九、十
章。
全书由主编、副主编统一审校修改定稿。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由于其人数较多不能一一注明
，这里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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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十章，分别是：导言；第一章，宪法总论；第二章，宪法的历史发展；第三章，国家性质；第
四章，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第五章，国家结构形式；第六章，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第七章，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八章，国家机构；第九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十章，国家标志。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着力体现我国宪法
和宪政制度的新发展，体现为教学服务和为学生学习其他法律知识打好基础的宗旨。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以及社会上的自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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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国家性质国家性质问题是宪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
国家性质与宪法具有密切的关系，国家性质需要通过宪法的方式予以规定和体现，而宪法的规定则有
助于保护国家的性质。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
据此，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性质、政党制度以及其他政治制度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
决定。
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实行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相应的政治制度；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相应的政治制度。
本章除了介绍有关国家性质的理论知识以外，还将对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性质的规定以及与国家性质具
有密切关系的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详细介绍。
第一节 国家性质概述所谓国家性质，即指国家的本质或者阶级性质。
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国家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都是有阶级性的。
国家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也不可能站在全人类一边。
在阶级社会，国家是统治阶级实现自己阶级利益，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手段和工具。
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或者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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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以及社会上的自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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