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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学》采用纸媒介教材与电子媒介教材相结合的形式出版，并通过教学课件与全国相关法律网站
链接，以便于学生在网上学习和查阅资料，实现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
本系列教材的纸媒介教材包括教科书和学习指导书两部分。
在教科书的编写中，我们力求做到准确、全面地阐明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反映出本学科教学和研究
的最新成果。
在编写风格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便于学生自主化学习。
学习指导书包括学习指南、练习题、案例分析、模拟试题、法律法规五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可随时进
行自我测试、研讨案例、查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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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肖华，男，1964年1月出生，湖南茶陵县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现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首届新世纪社会科
学研究人才“百人工程”专家，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行政诉讼
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法学会行政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主要论著有：《宪法诉讼原论》、《宪法学》、《乡镇人大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法治建设论
》、《行政法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行政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论西方宪政中的弹劾制》
、《西方国家表达自由之限制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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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二、宪法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体系三、宪法学的历史发展四、学习
和研究宪法学的意义和方法第一章 宪法的概念第一节 “宪法”释义第二节 近现代宪法的价值与功能
第三节 宪法的本质第四节 宪法的分类第二章 宪法与宪政第一节 宪政的含义第二节 宪法与宪政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第三章 宪法的产生与发展第一节 近代宪法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 旧中
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第三节 新中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第四节 宪法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第四章 宪
法基本原则第一节 宪法基本原则概述第二节 人民主权原则第三节 基本人权原则第四节 法治原则第五
节 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第五章 宪法创制与宪法规范第一节 宪法的制定第二节 宪法的修改与解释第三
节 宪法规范的含义、构成要素与分类第四节 宪法规范的适用与效力第六章 国家性质第一节 国家性质
概述第二节 国家政权的阶级归属第三节 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第四节 国家基本文化制度第七章 国家形式
第一节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第三节 地方自治制度第四节 国家象征第八章 公民基本
权利和义务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第二节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第三节 公民的基本权利第四
节 公民的基本义务第五节 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第九章 选举制度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第二节 选
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三节 我国选举的民主程序第四节 代表的罢免与辞职制度第十章 国家元首制度第
一节 国家元首制度概述第二节 西方国家元首制度第三节 中国国家元首制度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第
十一章 国家代议制度第一节 西方国家代议制度第二节 中国国家代议制度第十二章 国家政府制度第一
节 政府制度概述第二节 西方国家政府制度第三节 中国国家政府制度第十三章 国家司法制度第一节 西
方国家司法制度第二节 中国国家司法制度第十四章 政党制度第一节 政党与政党制度第二节 宪政、宪
法与政党制度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十五章 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第一
节 宪法监督第二节 宪法诉讼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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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对于上述各观点，首先我们不赞同用列举的方法来阐述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尽管列举的
方法能够使人们对所列出的有关方面清楚、明了、印象深刻，但是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
其次，我们也对把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局限在宪法典规定的内容上的观点不敢苟同，这种静止地看待问
题的思维习惯，难免会使整个宪法学的研究因且兑离了活生生的现实而走向死胡同；这也许就是多年
来，我国宪法学没有多大作为的根源所在。
宪法学首先应该把宪法典以及相关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即广义的宪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们
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研究成果，是整个宪法学研究的基础性材料，但是宪法学绝不应仅仅停留在这个
层面上。
我们认为，宪法学特别是中国宪法学界更应该走出“书面宪法”的误区，把眼光投向丰富多彩的社会
现实，去关注实践中活生生的宪法现象，把握与宪法有关的人的行为、心理和观念，研究宪法的运行
状况，从而总结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并从中摸索宪法和宪法现象的发展规律，为宪政建设提供更加雄
厚的理论基础。
因此，立宪、行宪、守宪的实际状况都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且不可偏废。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原则上同意周叶中教授的观点，即宪法学是以宪法和宪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
为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同时认为目前中国的宪法学界更应该把研究对象的侧重点放在宪法现象及其
规律的把握和总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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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网络教育法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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