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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宪政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东盟国家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与我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东盟各成员国与我国有着传统的友谊。
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合作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东盟国家目前包括越南、老挝、缅甸、泰国、
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文莱10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东南
亚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各国的宪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朝着民主化方向迈进。宪政制度是一国最
重要的法律制度，直接决定着一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或停滞。东盟国家的宪政制度特色明显
，有绝对君主制的文莱，有二元君主制的泰国，有议会君主制的柬埔寨和马来西亚，有总统制的印度
尼西亚和菲律宾，有议会共和制的新加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越南和老挝，还有长期军人执政、刚刚
结束大选的缅甸。总之，东盟国家宪政制度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并且十分有趣的课题。
    米良编著的《东盟国家宪政制度研究》对东盟10个成员国的宪政制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进行了阐
述和分析；对上述国家的现行宪政制度进行了重点研究，对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
义务、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宪政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分析、阐述，并与相关国家进
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东盟国家宪政制度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东盟国家宪政的专著，作者长期致力于东盟法的
研究，在国内同领域具有学术地位，使本书具有原创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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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现为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大学东盟国家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副主编，中国法学会东盟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东盟法的研究。主持完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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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服务研究与实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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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良编著的《东盟国家宪政制度研究》共分十章分别是：菲律宾宪政制度研究、泰国宪政制度研究、
越南宪政制度研究、老挝宪政制度研究、缅甸宪政制度研究、柬埔寨宪政制度研究、马来西亚宪政制
度研究、新加坡宪政制度研究、文莱宪政制度研究、印度尼西亚宪政制度研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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