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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公安改革大潮的涌动下，加快公安高等教育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努力提高公安高等院校的
教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已成为提高公安队伍整体战斗力的迫切要求。
特别是历史跨入新纪元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不仅吹响了公安改革的号角，同时也为公安教
育改革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制定了行动纲领。
发展是我国公安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要务。
而教材建设是公安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公安高等教育现代化、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
基本措施。
各教育层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首要的就是编写出版一批高水平、高质量
的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
前些年我们相继组织编写了一批公安专业教材，对提高公安院校的教育水平，完善学科体系，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公安工作实践的飞速发展和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的日臻完善
，公安教材建设的滞后已严重阻碍了公安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制约公安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瓶颈之
一。
鉴于此，我们联合全国多家公安高等院校共同编写本套教材，为公安院校的教材建设乃至我国公安高
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目前，全国有30多所公安高等院校，聚集着我国大部分公安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将这些院校的专家
、学者联合起来，组织一支强大的教材编写队伍，整合人才资源，实现智能优势的最大化，既有利于
加快公安高等院校教材的更新速度，扩大所编教材的影响力和确立公安高等教育教学用书的精品意识
，也有利于及时地将最新、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凝聚于教材之中，并不失时机地用于教学实践。
在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于2004年2月在浙江杭州召开了21世纪全国公安高等院校法学教材研讨
会，对当前法学学科体系的构成进行了广泛的研讨，最终确定了各本教材的书名和各书的主编、副主
编。
各本教材的大纲首先经过编写组的反复讨论，然后将所编写的大纲送公安部法制局审定，最后由编著
者根据法制局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后才定稿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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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学(修订本)》内容简介：在公安改革大潮的涌动下，加快公安高等教育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制度
创新，努力提高公安高等院校的教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已成为提高公安队伍整体战斗力的迫切要求。
特别是历史跨入新纪元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不仅吹响了公安改革的号角，同时也为公安教
育改革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制定了行动纲领。

发展是我国公安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要务。
而教材建设是公安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公安高等教育现代化、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
基本措施。
各教育层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首要的就是编写出版一批高水平、高质量
的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
前些年我们相继组织编写了一批公安专业教材，对提高公安院校的教育水平，完善学科体系，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公安工作实践的飞速发展和日益变化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的日臻完善
，公安教材建设的滞后已严重阻碍了公安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制约公安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瓶颈之
一。
鉴于此，我们联合全国多家公安高等院校共同编写本套教材，为公安院校的教材建设乃至我国公安高
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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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而言，学习方法有待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养成，但对于宪法学来说，是学生接触较早的法
学课程，又是理论性较强的学科，要求大家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摸索学习方法的同时，注意借鉴以下学
习方法：（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宪法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这是由于宪法本身就具有原则
性和高度概括性的特点，如果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学习过程中就会感到宪法学抽象和空泛。
所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宪法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要学会用宪法的眼光去发现和分析看到的社会现象，用学到的宪法学知识去解决遇到的宪法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宪法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实践中一系列以宪法维权的个案不仅对我
国宪法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完善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现在是学习和研究宪法学的大好时机。
我们在联系实际中可以联系我国宪法制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也可以联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和宪法相
关联的社会现象，总之，是要求大家学以致用。
  （二）分析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宪法学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包括本质分析和比
较分析两种。
本质分析，是指透过宪法现象去发现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宪法本质方面的内容。
本质分析包括阶级分析的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和法律具有阶级性，正确运用阶级分析
的方法，旨在揭示宪法的本质和作用。
当然，有的学者认为，本质分析的方法并不完全是指阶级分析的方法，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还应包
括经济因素的分析、民族因素的分析、国际因素的分析等。
①比较分析的方法，包括对宪法和宪法具体制度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如就某一制度而言，可比较
不同国家之间的规定，也可以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规定，目的是发现宪法制定和运行中的一些规
律，从中找出可借鉴的因素。
例如，比较宪法监督制度，可以比较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三种宪法监督模式，分析各自的利弊，为我
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经验，也可以比较新中国成立后几部宪法中关于宪法监督制度的有
关规定，找出其中的不足，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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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修订本)》：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系列教材·法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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