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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宪法学导论
第一章  宪法学概述
    第一节  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宪法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节  宪法学的学科地位与体系
    第四节  学习宪法学的意义和方法
第二章  宪法学发展简史
    第一节  西方宪法学简史
    第二节  中国宪法学简史
    第二编  宪法原理
第三章  宪法基本范畴
    第一节  宪法概念
    第二节  宪法形式
    第三节  宪法结构
    第四节  宪法规范
    第五节  宪法关系
第四章  宪法发展历史
    第一节  西方近现代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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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宪法的发展趋势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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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保护原则
    第四节  权力制衡原则
    第五节  法治原则
第六章  宪法创制
    第一节  制宪权
    第二节  制宪机关
    第三节  制宪程序
第七章  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
    第一节  宪法观念
    第二节  宪法文化
第八章  宪法价值与宪法作用
    第一节  宪法价值
    第二节  宪法作用
    第三编  宪法制度
第九章  国家制度
    第一节  国家性质
    第二节  政权组织形式
    第三节  国家结构形式
    第四节  选举制度
第十章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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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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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第十一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第二节  代议机关
    第三节  国家元首
    第四节  行政机关
    第五节  司法机关
    第六节  军事机关
第十二章  政党制度
    第一节  政党制度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政党制度
    第四编  宪法运行
第十三章  宪法运行概述
    第一节  宪法运行的概念
    第二节  宪法运行的原则
    第三节  宪法运行的条件
    第四节  宪法运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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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宪法解释
    第一节  宪法解释概述
    第二节  宪法解释的机关
    第三节  宪法解释的原则和方法
    第四节  宪法解释的效力和作用
    第五节  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
第十五章  宪法修改
    第一节  宪法修改概述
    第二节  宪法修改的方式
    第三节  宪法修改的程序
    第四节  宪法修改的限制
    第五节  我国的宪法修改
第十六章  宪法监督
    第一节  宪法监督概述
    第二节  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第十七章  宪法政治(宪政)
    第一节  宪法政治概述
    第二节  中国的宪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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