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宪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8059695

10位ISBN编号：7308059693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焦洪昌　主编

页数：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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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步入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正进行着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改革。
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呼唤着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培
养目标，到教学方法、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而所有这些改
革都必须以高等教育的正确定位为前提。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是重学术理论还是重实际应
用等问题的讨论，正是高等教育亟须解决的定位问题。
法学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的必要性不仅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
求，也是适应世界范围内全球性法学教育改革趋势的要求。
法学教育的改革同样需要明确法学教育的定位，处理好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受苏联的影响，摈弃欧美大学的综合性模式，转而采用苏联的
单科性教育模式，实行“对口教育”、“专才教育”。
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除了少数几所大学保留了综合性大学的建制外，绝大多数大学成了单科
性大学，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单科性学院②，法学教育同样形成了以政法院校为主体的“专才教育”
模式。
经过“十年文革”，法学教育的命运与整个法制建设的命运一样，几乎被破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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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意味着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法律。
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就其法律属性来说，和普通法律的区别在于第一，宪法规定的内容与普通法
律规定的内容不同。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定的法律规范调整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它的内容在于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国家的总章程。
第二，在法律效力上与普通法律不同。
法律效力即指法律所具有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国家赋予法律以约束力和强制力是法律具有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法律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违反宪法的行为，同样必须依法予以制裁，违宪者应按一定的机制和程序被追究违宪责任。
同时，由于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因此，宪法不仅具有一般的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第三，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与普通法律不同。
宪法的这一特点是由以上两个特点引申出来的。
为了体现宪法的权威性，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多数国家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都规定了不同于
普通立法的特定程序。
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即所谓制宪权〕是一种最高的国家权力，体现着国家的主权。
宪法一旦按法定程序通过，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另一种是宪法设定的权力，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权力，都是根据宪法而来的。
在依据宪法行使立法权时，只能制定一般的法律，并且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但在实行〔法治〕原则的国家中，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要受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约，有的国家要
受宪法监督机构的审查，所以立法权并不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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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宪法的基本理论第三节　宪法的作用一、宪法对于组织和规范国家权力的作用在近代宪法出
现以前，国家权力一般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和司法者。
而且，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任何制约。
君主权力至上性的理论基础在于“君权神授”。
但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君权神授”理论的合理性已被否定，而被代之以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
“人民主权”理论。
这一理论解决了国家权力的权源问题，即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授权的范围是有限的，所
以国家权力不应是绝对的、不受控制的权力。
但是，这一理念必须通过宪法才能付诸实施。
所以，资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权力以后，都要通过制定宪法以求按宪政的精神组织国家权力，并按宪法
的要求实现国家权力的运行。
由此，宪法的首要功能在于组织和规范国家权力。
宪法对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规范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首先，要确认国家权力的归属，确认社
会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中的地位。
“人民主权”是西方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宪法对“人民主权”的另一
种j表述方式。
这是从根本法的角度界定国家权力的权源问题。
其次，它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确立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形式和运行机制，规定其中要遵
循的基本原则，以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
在正常情况下，凡涉及国家权力行使的任何重大变动，不经宪法确认，便不具有合法地位。
从世界范围而言，宪法所确认的国家权力的运行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原则为
基础的“三权分立”制度；另一种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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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教材根据王建东教授《21世纪实用法学教材编写方案》的要求编写，兼顾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
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司法考试的要求。
在体例安排上由[案例导读]、[内容讲解]、[复习提要]、[课后练习]四部分组成，突出了基础性和实用
性。
本教材编写的具体分工如下(以章节为序)：第一章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章胡
弘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后第三章朱炜：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第四章刘连泰：厦门大
学副教授、法学博士第五章刘志刚：复旦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后第六章夏正林：华南理工大学副教
授、法学博士第七章姚国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教材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焦洪昌任主编，朱炜、姚国建任副主编，教材的撰写提纲由主编负责起草，经主编、副主编讨论确
定，最后由主编负责统稿、定稿。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石国华老师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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