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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宪法学（第7版）》是第七个版本，迄今已近二十年，得到了社会和
读者们的认可。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编辑部决定在原有基础之上再作修订。
为此我们先后走了不少地方和单位，在专业课堂内外等有关对象之中，广泛深入地听取意见，征求建
议，进行了若干具体的修改。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业的顺利进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法律体系的形成，法学教
育的硕果不断涌现，多种版本的教材，犹如雨后春笋般凸出，琳琅满目，各见优胜。
于是专业师生各取所需，而编者则认为，教材贵在不离开教学目的要求，关键在于从实际出发，即其
着眼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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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碧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顾问、湖北省宪法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
授，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蒋碧昆文集：毕奋宪法文丛》、《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简明教程》（主编）、《宪法学》（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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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此之前的历部宪法都没有关于宪法解释的规定，这是不正常的，是宪法的一个缺陷。
我国现行宪法再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这是对我国制宪
历史经验的总结，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解释宪法，优越性在于：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既
有制宪权力，又有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使得我国宪法具有立法性质，
拥有普遍的约束力；②由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解释宪法，能使宪法解释成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经常性
的工作，能较好地适应宪法适用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的需要；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比
其他国家机关（从宪政体制上看）更能了解宪法原意和精神，因而其解释更能符合宪法的要求。
这里还必须指出，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政体制下，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制宪权和立法
权，尽管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解释宪法之权，但我们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不言而
喻的宪法解释权。
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行使它认为应该由它行使的一切职权，即只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愿意，它
就有解释宪法之权。
另外，在立法机关解释宪法体制下，解释宪法的方式主要是立法，事实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
中很多就是对宪法的解释。
 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宪法解释制度中比较明确的问题，一般在宪法中有规定。
但对宪法解释的标准和原则则有不同的认识，这并不只是因为有关问题一般没有宪法的规定，而且还
因为不同的标准和原则反映了不同利益阶层对宪法的不同要求。
因此，只要存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有关宪法解释的标准和原则的认识。
但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解释宪法要符合宪法精神（宪法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宪法的指导思想）
和特定宪政体制的要求，这是宪法解释的最高标准和最基本原则。
对于我国宪法解释来说，其标准和原则主要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符合现行宪法这一总的指导思想
；符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政体制的要
求；遵守宪法至上的原则，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宪法解释的方法也是宪法解释制度的重要内容，一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完善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
法解释方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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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宪法学(第7版)》得到了社会和读者们的认可。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编辑部决定在原有基础之上再作修订。
为此我们先后走了不少地方和单位，在专业课堂内外等有关对象之中，广泛深入地听取意见，征求建
议，进行了若干具体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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