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宪法学／《宪法学》编写组编． －－ 2版．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2 (2021.1重印）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ISBN 978-7-04-052621-9 

I.CD宪…II.CD宪…ill.CD宪法学－高等学校－教
材N.(DD911.0l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3863号

责任编辑 程传省

责任校对 高 歌

封面设计 王 洋

责任印制 朱 琦

版式设计 于 婕 插图绘制 邓 超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 :I /www.hep.edu.cn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http :I /www.hep.com.cn 

邮政编码 100120 网上订购 http :I /www.hepmall.com.cn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http :I /www.hepmall.com 

开 本 787mmX1092mm 1/16 http ://www.hepmall.cn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字 数 390千字 2020年12月第2版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印 次 2021年 1 月第2次印刷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定 价 47.8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晕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52621-00











日录

导论．．．．．．．．．．．．．．．．．．．．．．．．．．．．．．．．．．．．．．．．．．．．．．．．．．．．．．．．．．．．．．．．．．．．．．．．．．．．．．．．．．．．．．．．．． l

第一节 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l

一、宪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l

二、宪法学的研究方法．．．．．．．．．．．．．．．．．．．．．．．．．．．．．．．．．．．．．．．．．．．．．．．．．．．．．．．．． 3

第二节 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5

一、近现代中国宪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5 

二、新中国宪法学的创立和发展．．．．．．．．．．．．．．．．．．．．．．．．．．．．．．．．．．．．．．．．．．．．． 7

第三节 宪法学的分类和特征．．．．．．．．．．．．．．．．．．．．．．．．．．．．．．．．．．．．．．．．．．．．．．．．．．．．．． 9

一、宪法学的分类．．．．．．．．．．．．．．．．．．．．．．．．．．．．．．．．．．．．．．．．．．．．．．．．．．．．．．．．．．．．．．． 9

二、宪法学的基本特征 ...................................................... 10 

第四节 学习宪法学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12 

一、学习宪法学的意义 ...................................................... 12 

二、学习宪法学的基本要求 ................................................ 14 

第一章宪法总论．．．．．．．．．．．．．．．．．．．．．．．．．．．．．．．．．．．．．．．．．．．．．．．．．．．．．．．．．．．．．．．．．．．．．．．． 17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和本质．．．．．．．．．．．．．．．．．．．．．．．．．．．．．．．．．．．．．．．．．．．．．．．．．．．．．． 17

一、宪法的概念 ............................................................... 17 

二、宪法的本质 ............................................................... 20 

第二节 宪法的分类和渊源．．．．．．．．．．．．．．．．．．．．．．．．．．．．．．．．．．．．．．．．．．．．．．．．．．．．．． 23

一、宪法的分类 ............................................................... 23 

二、宪法的渊源 ............................................................... 25 

第三节 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 29

- 宪法的制定 ............................................................... 29 

二、宪法的解释 ............................................................... 31 

三、宪法的修改 ............................................................... 35 

第四节 宪法关系和宪法规范．．．．．．．．．．．．．．．．．．．．．．．．．．．．．．．．．．．．．．．．．．．．．．．．．．． 38

一、宪法关系 .................................................................. 38 



II I 目录

二、宪法规范 .................................................................. 41 

第五节 宪法的效力和作用．．．．．．．．．．．．．．．．．．．．．．．．．．．．．．．．．．．．．．．．．．．．．．．．．．．．．． 44

一、宪法的效力 ............................................................... 44 

二、宪法的作用 ............................................................... 48 

第二农 宪法的历史发展．．．．．．．．．．．．．．．．．．．．．．．．．．．．．．．．．．．．．．．．．．．．．．．．．．．．．．．．．．．．．．． 53

第一节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53

一、资本主义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 53 

二、社会主义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 60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 …..…·……………………·….. 63 

一、清末预备立宪 ............................................................ 63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64

三、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宪法 .......................................... 65 

四、革命根据地的宪法性文件 ............................................. 68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 70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70

二、 1954 年宪法．．．．．．．．．．．．．．．．．．．．．．．．．．．．．．．．．．．．．．．．．．．．．．．．．．．．．．．．．．．．．．． 71

三、 1975 年宪法．．．．．．．．．．．．．．．．．．．．．．．．．．．．．．．．．．．．．．．．．．．．．．．．．．．．．．．．．．．．．．． 74

四、 1978 年宪法．．．．．．．．．．．．．．．．．．．．．．．．．．．．．．．．．．．．．．．．．．．．．．．．．．．．．．．．．．．．．．． 75

五、 1982 年宪法．．．．．．．．．．．．．．．．．．．．．．．．．．．．．．．．．．．．．．．．．．．．．．．．．．．．．．．．．．．．．．． 76

六、 1982 年宪法的五次修改．．．．．．．．．．．．．．．．．．．．．．．．．．．．．．．．．．．．．．．．．．．．．．．． 78

第三章 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其本原则 ................................................ 84 

第一节 宪法指导思想．．．．．．．．．．．．．．．．．．．．．．．．．．．．．．．．．．．．．．．．．．．．．．．．．．．．．．．．．．．． 84

一、宪法指导思想概述 ...................................................... 84 

二、我国宪法关千指导思想的具体表述 ................................. 85 

三、我国宪法指导思想的重要作用 ....................................... 88 

第二节 宪法基本原则 ............................................................ 89 

一、宪法基本原则概述 ...................................................... 89 

二、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 91 



目录 I III 

第四章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 108

第一节 国家性质．．．．．．．．．．．．．．．．．．．．．．．．．．．．．．．．．．．．．．．．．．．．．．．．．．．．．．．．．．．．．．．．．． 108

一、国家性质概述．．．．．．．．．．．．．．．．．．．．．．．．．．．．．．．．．．．．．．．．．．．．．．．．．．．．．．．．．．．． 109

二、我国的国家性质．．．．．．．．．．．．．．．．．．．．．．．．．．．．．．．．．．．．．．．．．．．．．．．．．．．．．．．．． 110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 113

第二节 国家形式．．．．．．．．．．．．．．．．．．．．．．．．．．．．．．．．．．．．．．．．．．．．．．．．．．．．．．．．．．．．．．．．．． 116

一、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16

二、国家结构形式．．．．．．．．．．．．．．．．．．．．．．．．．．．．．．．．．．．．．．．．．．．．·................ 122 

三、国家标志.................................................................. 128 

第五章国家基本制度．．．．．．．．．．．．．．．．．．．．．．．．．．．．．．．．．．．．．．．．．．．．．．．．．．．．．．．．．．．．．．．．．． 135

第一节经济制度．．．．．．．．．．．．．．．．．．．．．．．．．．．．．．．．．．．．．．．．．．．．．．．．．．．．．．．．．．．．．．．．．． 135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136

二、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139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41

第二节政治制度．．．．．．．．．．．．．．．．．．．．．．．．．．．．．．．．．．．．．．．．．．．．．．．．．．．．．．．．．．．．．．．．．． 142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43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54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62

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166

第三节文化制度．．．．．．．．．．．．．．．．．．．．．．．．．．．．．．．．．．．．．．．．．．．．．．．．．．．．．．．．．．．．．．．．．． 169

一、我国宪法关于文化制度的规定．．．．．．．．．．．．．．．．．．．．．．．．．．．．．．．．．．．．．．． 170

二、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73

第四节社会制度．．．．．．．．．．．．．．．．．．．．．．．．．．．．．．．．．．．．．．．．．．．．．．．．．．．．．．．．．．．．．．．．．． 175

一、我国宪法关于社会制度的规定............…........................ 176 

二、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79

第五节生态文明制度．．．．．．．．．．．．．．．．．．．．．．．．．．．．．．．．．．．．．．．．．．．．．．．．．．．．．．．．．．.. 180 

一、我国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制度．．．．．．．．．．．．．．．．．．．．．．．．．．．．........… 181

二、生态文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83



NI 目录

第六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85

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 185

一、人权．．．．．．．．．．．．．．．．．．．．．．．．．．．．．．．．．．．．．．．．．．．．．．．．．．．．．．．．．．．．．．．．．．．．．．．． 185

二、权利概述．．．．．．．．．．．．．．．．．．．．．．．．．．．．．．．．．．．．．．．．．．．．．．．．．．．．．．．．．．．．．．．．．． 186

三、基本权利的概念．．．．．．．．．．．．．．．．．．．．．．．．．．．．．．．．．．．．．．．．．．．．．．．．．．．．．．．．． 189

四、基本权利的主体．．．．．．．．．．．．．．．．．．．．．．．．．．．．．．．．．．．．．．．．．．．．．．．．．．．．．．．．． 193

五、基本权利的效力．．．．．．．．．．．．．．．．．．．．．．．．．．．．．．．．．．．．．．．．．．．．．．．．．．．．．．．．． 195

六、基本权利的保障和限制．．．．．．．．．．．．．．．．．．．．．．．．．．．．．．．．．．．．．．．．．．．．．．．． 196

第二节公民的基本权利......................................................... 199 

一、平等权．．．．．．．．．．．．．．．．．．．．．．．．．．．．．．．．．．．．．．．．．．．．．．．．．．．．．．．．．．．．．．．．．．．．． 199

二、政治权利.................................................................. 200 

三、宗教信仰自由．．．．．．．．．．．．．．．．．．．．．．．．．．．．．．．．．．．．．．．．．．．．．．．．．．．．．．．．．．．． 205

四、人身自由．．．．．．．．．．．．．．．．．．．．．．．．．．．．．．．．．．．．．．．．．．．．．．．．．．．．．．．．．．．．．．．．．． 207

五、社会经济权利．．．．．．．．．．．．．．．．．．．．．．．．．．．．．．．．．．．．．．．．．．．．．．．．．．．．．．．．．．．． 212

六、文化教育权利···························································· 216 

七、监督权与请求权．．．．．．．．．．．．．．．．．．．．．．．．．．．．．．．．．．．．．．．．．．．．．．．．．．．．．．．．． 218

第三节公民的基本义务．．．．．．．．．．．．．．．．．．．．．．．．．．．．．．．．．．．．．．．．．．．．．．．．．．．．．．．．． 219

一、基本义务概述．．．．．．．．．．．．．．．．．．．．．．．．．．．．．．．．．．．．．．．．．．．．．．．．．．．．．．．．．．．． 219

二、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220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221

四、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222 

五、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223

六、依法纳税的义务．．．．．．．．．．．．．．．．．．．．．．．．．．．．．．．．．．．．．．．．．．．．．．．．．．．．．．．．． 224

七、宪法规定的公民其他义务．．．．．．．．．．．．．．．．．．．．．．．．．．．．．．．．．．．．．．．．．．．．． 225

第七章国家机构．．．．．．．．．．．．．．．．．．．．．．．．．．．．．．．．．．．．．．．．．．．．．．．．．．．．．．．．．．．．．．．．．．．．．．．． 228

第一节 国家机构基本原理．．．．．．．．．．．．．．．．．．．．．．．．．．．．．．．．．．．．．．．．．．．．．．．．．．．．．． 228

一、宪法中的国家机构．．．．．．．．．．．．．．．．．．．．．．．．．．．．．．．．．．．．．．．．．．．．．．．．．．．．．． 228

二、我国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232

三、我国国家机构体系和组织活动原则……......……...………… 236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239



目录| v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39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44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49

一、国家主席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249

二、国家主席的产生和任期．．．．．．．．．．．．．．．．．．．．．．．．．．．．．．．．．．．．．．．．．．．．．．．．． 250

三、国家主席的职权．．．．．．．．．．．．．．．．．．．．．．．．．．．．．．．．．．．．．．．．．．．．．．．．．．．．．．．．． 251

第四节国务院．．．．．．．．．．．．．．．．．．．．．．．．．．．．．．．．．．．．．．．．．．．．．．．．．．．．．．．．．．．．．．．．．．．．． 251

一、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 251

二、国务院的组成和任期、领导体制、会议制度………………… 252

三、国务院的职权．．．．．．．．．．．．．．．．．．．．．．．．．．．．．．．．．．．．．．．．．．．．．．．．．．．．．．．．．．．． 253

四、国务院机构设置．．．．．．．．．．．．．．．．．．．．．．．．．．．．．．．．．．．．．．．．．．．．．．．．．．．．．．．．． 254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255

一、我国的军事制度．．．．．．．．．．．．．．．．．．．．．．．．．．．．．．．．．．．．．．．．．．．．．．．．．．．．．．．．． 255

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设立．．．．．．．．．．．．．．．．．．．．．．．．．．．．．．．．．．．．．．．．．．．．．．．． 256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和领导体制…… 257

四、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 258

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259

一、地方国家机构概述．．．．．．．．．．．．．．．．．．．．．．．．．．．．．．．．．．．．．．．．．．．．．．．．．．．．．． 259

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261

三、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63 

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265

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268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概念．．．．．．．．．．．．．．．．．．．．．．．．．．．．．．．．．．．． 268

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性质和地位......……......……... 268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成．．．．．．．．．．．．．．．．．．．．．．．．．．．．．．．．．．．． 268

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269 

第八节监察委员会．．．．．．．．．．．．．．．．．．．．．．．．．．．．．．．．．．．．．．．．．．．．．．．．．．．．．．．．．．．．．．． 271

一、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 271

二、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组成、任期和领导体制……..…………· 272 

三、监察委员会的职贵和监察范围..……..........…...…............ 273 

四、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275



VI I 目录

第九节人民法院．．．．．．．．．．．．．．．．．．．．．．．．．．．．．．．．．．．．．．．．．．．．．．．．．．．．．．．．．．．．．．．．．． 277

一、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 277

二、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和基本职权...……......………………... 279 

三、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原则．．．．．．．．．．．．．．．．．．．．．．．．．．．．．．．．．．．．．．．．．．．．． 281

第十节人民检察院．．．．．．．．．．．．．．．．．．．．．．．．．．．．．．．．．．．．．．．．．．．．．．．．．．．．．．．．．．．．．．． 284

一、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和任务．．．．．．．．．．．．．．．．．．．．．．．．．．．．．．．．．．．．．．．．．．．．． 284

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和基本职权.........…............…...... 285 

三、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原则．．．．．．．．．．．．．．．．．．．．．．．．．．．．．．．．．．．．．．．．．． 288

第八章 ”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 291

第一节 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291

一、＂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概念……...……...…...… 291

二、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解决．．．．．．．．．．．．．．．．．．．．．．．．．．．．．．．．．．．．．．．．．． 293

三、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295

第二节 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296

一、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297

二、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直接行使的权力...………...………......... 298 

三、特别行政区行使的高度自治权．．．．．．．．．．．．．．．．．．．．．．．．．．．．．．．．．．．．．．． 309

第三节 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 312

一、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特点………...…...…...……..． 312

二、行政长官．．．．．．．．．．．．．．．．．．．．．．．．．．．．．．．．．．．．．．．．．．．．．．．．．．．．．．．．．．．．．．．．．． 313

三、行政机关．．．．．．．．．．．．．．．．．．．．．．．．．．．．．．．．．．．．．．．．．．．．．．．．．．．．．．．．．．．．．．．．．． 314

四、立法机关．．．．．．．．．．．．．．．．．．．．．．．．．．．．．．．．．．．．．．．．．．．．．．．．．．．．．．．．．．．．．．．．．． 314

五、司法机关．．．．．．．．．．．．．．．．．．．．．．．．．．．．．．．．．．．．．．．．．．．．．．．．．．．．．．．．．．．．．．．．．． 316

六、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和市政机构．．．．．．．．．．．．．．．．．．．．．．．．．．．．．．．．．．．． 317

第九章宪法实施和监督．．．．．．．．．．．．．．．．．．．．．．．．．．．．．．．．．．．．．．．．．．．．．．．．．．．．．．．．．．．．．．． 318

第一节宪法实施．．．．．．．．．．．．．．．．．．．．．．．．．．．．．．．．．．．．．．．．．．．．．．．．．．．．．．．．．．．．．．．．．． 318

一、宪法实施概述．．．．．．．．．．．．．．．．．．．．．．．．．．．．．．．．．．．．．．．．．．．．．．．．．．．．．．．．．．．． 318

二、宪法实施的功能和基本方式．．．．．．．．．．．．．．．．．.............…......... 321 

三、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 325 



目录 I VII 

第二节宪法监督制度．．．．．．．．．．．．．．．．．．．．．．．．．．．．．．．．．．．．．．．．．．．．．．．．．．．．．．．．．．．． 326

一、宪法监督概述．．．．．．．．．．．．．．．．．．．．．．．．．．．．．．．．．．．．．．．．．．．．．．．．．．．．．．．．．．．． 326

二、宪法监督制度的历史发展．．．．．．．．．．．．．．．．．．．．．．．．．．．．．．．．．．．．．．．．．．．．． 329

三、宪法监督制度的类型．．．．．．．．．．．．．．．．．．．．．．．．．．．．．．．．．．．．．．．．．．．．．．．．．．． 331

第三节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336

一、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形成．．．．．．．．．．．．．．．．．．．．．．．．．．．．．．．．．．．．．．．．．．．．． 336

二、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内容．．．．．．．．．．．．．．．．．．．．．．．．．．．．．．．．．．．．．．． 337

三、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340

四、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特点．．．．．．．．．．．．．．．．．．．．．．．．．．．．．．．．．．．．．．．．．．．．． 345

五、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346

主要阅读文献．．．．．．．．．．．．．．．．．．．．．．．．．．．．．．．．．．．．．．．．．．．．．．．．．．．．．．．．．．．．．．．．．．．．．．．．．．．．．． 350

人名译名对照表．．．．．．．．．．．．．．．．．．．．．．．．．．．．．．．．．．．．．．．．．．．．．．．．．．．．．．．．．．．．．．．．．．．．．．．．．．． 354

后记....................................................................................... 355 

第二版后记................................................................................. 356 





导汜

什么是宪法？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宪法的本质是什么？宪法在一国的

法律体系中处千什么地位？这是学习宪法首先要明确的问题。简言之，宪法具

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

公民都必须服从宪法，一切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习近平

指出：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

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

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

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巾该重要论述为我们学习、掌握宪法学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宪法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总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宪

法的产生是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并以其独一无二的治理功能

对法治进程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以宪法和宪法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宪法

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亦占居基础性地位。从总体上准确把握宪法学的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分类特征和学习要求，对于深入学习宪法具有重要
立、

思义。

第一节 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宪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世界上不同国家宪法的内容各异、功能不同、结构体系存在区别，人们对

宪法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因此，对宪法学的概念界定也不完全相同。一般认

为，宪法学是指以宪法及宪法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科学。一个国家

制定宪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确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确认统治阶级建立

心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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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并使之得到有效运行。所以，

宪法学除了阐明宪法的一般原理即宪法的概念、产生发展和基本原则等之外，

还着重研究和论述宪法规范及其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基本国

策、国家机构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我国，宪法学是一门研究宪法的

本质及其基本理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宪法所规定的国家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基本国策的学科。

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宪法学属千社会科学范畴，具有法学的基本性质，

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于其他学科。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既关系到宪法学

学科体系的建设，又关系到宪法学体系与基本范畴的确定。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主要包括：

（一）宪法典（宪法文本）

宪法学，顾名思义，首先要以宪法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宪法学的主要任务

是解释宪法条文所形成的背景、规范内涵与实践意义，如国家机关应如何设

置、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关系如何、国家整体和部分之间的权限如何划分、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如何设定等。除了宪法典之外，有关国家机构、组织选

举、公民基本权利等宪法性法律，也都属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二）宪法理论

宪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基本概念、主要内容、实际运作以及修改完善

都须依据一定的理论指导，建立在一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之

上，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形成了宪法学理论体系。学习宪法学，要深入学

习研究宪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把握宪法的基本规范内涵。

（三）宪法规范

宪法是由一定数量的规范组成的，宪法规范隐含在宪法条文之中。宪法规

范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如经济制度、政治

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所以，宪法学除了阐明宪法的基本原理之外，

还应着重研究宪法的具体规范及宪法规范所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

（四）宪法现象及宪法运行过程

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一门学科，不仅要研究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实

践过程，还要研究不同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宪法运行的具体过程。宪

法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研究宪法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发现生动具体的宪法

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进而把握宪法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此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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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准确理解和阐释我国的宪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还应当对世界

各国的宪法、古今中外的宪法观点和宪法理论以及各国宪法的实施机制和社会

作用等进行比较研究，探索总结宪法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规律。

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依据。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

是依宪执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宪法的关系、依宪治国的内涵、依宪治国与

依法治国的关系、依宪治国的基本方式、宪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

二、宪法学的研究方法

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指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宪法规律的途径、步骤和

手段。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

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所蕴含的科学方法论，是研究宪法学的根本方法。这一方法要求从社会

经济生活中探究宪法产生和发展的动囚，阐明宪法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

系，揭示宪法现象存在的客观规律。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宪法学的研究方

法主要包括：

（一）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的一种重要

方法，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观察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对社会

现象进行阶级分析，首先要考察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研究其阶级背景，分

析其在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中所处的地位、所产生的作用以及发展趋势等。阶

级分析法是研究宪法学的基本方法。宪法作为法的一种形式，是与阶级社会的

特定时期相联系的，因此不对宪法进行阶级分析，就不能认清宪法的阶级本质

及其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同性质国家的宪法，规定不同的国家

基本制度。从形式上看，这些基本制度具有某些相似或者相同的外在表现，但

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宪法总是试图掩饰其国家性质，而社会主义宪

法明确规定了国家性质，同时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在宪法学研究中，只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深入分析不同

的宪法和宪法现象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等综合因索，才能揭示各种宪

法和宪法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划清社会主义宪法同资本主义宪法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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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是把研究对象置千它所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加以分析

和比较的方法。这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

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

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

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

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

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心只有追根溯源，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

事物的发展规律。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以及国家基本

制度都取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只有把它

们置千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认识其本质，把握其规律。宪法中的

某些规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但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就可能

失去合理性而成为影响甚至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所以，用历史的眼光、发展

的观点观察分析各种宪法现象，是正确认识宪法的科学方法。历史上成功的经

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现实和未来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研究宪法，应当注意总

结经验，坚持以史为鉴，推动宪法在实际运行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是按照特定的指标系统将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求认识事物的

本质和规律并作出正确评价的方法。各国宪法除了包括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

权利等基本内容外，也会基千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而具有一些独特的

内容。比较分析法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宪法规范或者不同宪法理论

的比较，积极借鉴外国宪法中对本国有益的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本

国宪法的正确实施和发展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在运用比较分析法时，既要考虑

本国制度与外国制度在功能上的相似性，又要考察这种相似性背后不同的历

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实现博采众长、科学借鉴，避免生搬硬套或盲目照搬。

（四）规范分析法

规范分析法是对宪法文本所包含的法律规范的结构、体系、目的等进行分

析并确定其内涵的方法。规范分析法是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宪法本身

是一个具有内在合理性的逻辑体系，理解宪法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宪法文本，因

心 列宁：《论国冢》，载《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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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须高度重视宪法文本的规范含义，熟悉文本，善千以文本为基础分析现实

生活中的宪法问题。规范分析法主要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

的解释等方法来阐述宪法规范的内涵。运用规范分析法，既要分析宪法条文，

又要分析宪法序言；既要重视对宪法的文义和体系的理解，又要重视把握宪法

的时代精神和指导思想等。准确把握宪法规范的要义，必须将其与一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对宪法的要求、评价结合起来，深入理解宪法规范背

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联。规范分析的基础是逻辑学和语言文字学，必须注

意引进逻辑学和语言文字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五）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联系经济社会和国际

国内实际去观察和分析宪法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H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

仍处千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

家的基本事实。这一基本国情和基本事实既是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

客观依据，也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宪法现象、认识和解决宪法间题的现实基础。宪

法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能否运用宪法理论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宪法问题，是衡量

其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在宪法学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既要重视对

宪法文本和宪法原理的研究，也要重视从具体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因此，宪法学研究要注重案例或者事

例的分析，充分考虑宪法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影响，避免二者脱节。

此外，在信息技术时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深度应

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法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们既要善于综合运用上

述各种研究方法，又要善于运用新技术研究方法，以加深对宪法规范、宪法理

论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认识。

第二节 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一、近现代中国宪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与宪法一样，中国宪法学最初也继受于西方。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