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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宪法学界近年来颇有造诣的中青年学者共同撰写的宪法学教材，自2004年出版以来，多次重
印，广受好评。
此次作者根据最新立法变化，并结合近年来实践中出现的馆舍宪法的最新问题，对各章内容进行了重
撰、扩充和增删，修订为第二版。
　　本书以坦诚的态度、务实的风格、精深的内容以及新颖的编排而凸现卓越，其最大亮点在于摒弃
空洞的理论和政治口号，从实用角度出发谈论宪法学。
在内容上，本书尝试将世界宪法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宪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讲述宪法学的基本原
理和中外宪法案例。
在形式上，本书通过“案例评析”、“法理探索”、“经典导读”和“百家争鸣”等栏目，将叙述、
议论和实例点评相融会，力求生动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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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千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1999年回国后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2002年起）、《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主编（2000年至今），200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政府
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曾先后出版《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自由的魂魄所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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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概论第一章　宪法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引论——宪法能为你做什么？
对于我们普通公民而言，宪法的意义在于它能为我们做一些其它法律做不到的事情，但和所有其它法
律一样，宪法也不是万能的。
让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宪法究竟能（或不能）为我们做什么。
2003年3月爆发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悲剧性事件。
孙志刚是武汉某大学的毕业生，在广州某服装公司从事设计工作。
3月17日晚，孙因未携带任何证件上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
询问，随后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
次日，孙志刚称自己有病而被送往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凌晨，他遭同病房被收治人员殴打致死。
给孙志刚带来麻烦的是已经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
这项制度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经济改革刚开始，中国农村就突显出地少人多的问题。
许多农民来到城市谋求生计，其中有些成为今天的“民工”，但有些却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没有职业
的流浪人口，主要靠乞讨为生。
为了保证城市的治安和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国务院于1982年颁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通过收容和遣返原籍的办法解决流浪问题。
其中第6条要求被收容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遵守收容遣送站的规章制度。
该办法的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收容遣送站要及时组织遣送。
”省内被收容人员留站待遣时间一般不超过15天，省外的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尽管收容遣送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各地收容所并不能保证所有待遣人员在收容期间
都受到人道的待遇。
有的收容所疏于管理、玩忽职守，甚至将收容遣送作为创收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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