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中国宪法 

一、中国宪法的发展过程 

（一）宪法的由来及发展 

宪法由拉丁文翻译过来，原为组织与确立之意。古罗马帝国的宪法表示皇帝的建制

及皇帝颁布的法律、法规。封建时代，欧洲的宪法已类似国家组织法。资产阶级革命后，

制宪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普及。 

（三）新中国诞生前制宪历史 

1.1898 ——1911 年中国近代宪法萌芽时期 

近代中国宪法无论从概念还是内涵上都借鉴了西方的宪法思想和实践。1908 年清朝

仿日、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第一次立宪活动。立宪的目的是“合君民

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于 1911 年临时炮制《宪法重大信

条十九条》，（又名《妥协宪法》）。  

2.共和立宪活动——资产阶级宪法产生 

以孙中山为首的共和主义者反对以康梁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希望中国通过建立类似

于美国的共和政体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1912 年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1913—1949 年军阀立宪时期 

袁世凯颁布的宪法有 1913 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4 年的《中华民国约法》 

曹锟 1923 年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 

段祺瑞 1925 年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国民党 1947 年 1 月 1 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 

这些宪法使军阀特权得以确立,也使君权、民权和军权之间产生了无法消除的重重矛

盾，更使中国的宪政始终无法摆脱特权的控制和影响。 

4.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制宪活动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41 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946 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四）新中国四部宪法 

 

二、 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内容 

（一）宪法的概念、特征与原则 

1.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的

国家根本法。 

我国宪法的内容体系 



 

2.宪法的基本特征 

宪法在内容、效力、制定与修改三个方面都有区别与其它法律、法规不同。 

1）效力上：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任何普通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的

原则和精神相违背。 

2）程序上：制定和修改比其他法律更为严格，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或者 1/5 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的

多数通过。 

3.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二）我国制度 

1.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5.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6.基本经济制度 

 



（三）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1.公民的权利 

平等权 

政治权利和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人身自由权  

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 

社会经济权 

文化教育权 

特定主体权利 

 

政治权利和自由 

·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

利的人除外。” 

——《宪法》第 34 条 

·政治自由：六大政治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第 35 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人身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狭义的人身自由权（身体不受非法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孙志刚案 

孙志刚，男，汉族，27 岁，湖北省武汉市人，2001 年在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结

业。2003 年 2 月 24 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3 月 17 日晚 10 时许，孙志刚因未携

带任何证件，在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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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

转站。18 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20 日凌

晨 1 时 13 分至 30 分期间，孙志刚遭同病房的 8 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当日上午 10

时 20 分死亡。警方称孙志刚是因脑血管意外和心脏病突发而猝死，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

医鉴定中心的鉴定表明：“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即孙志刚是被打死的。 

2003 年 5 月 14 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俞江以及其他两位法学博士将一份题

目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建议书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8 条第 2 款规定，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 90 条第 2 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

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他们以自己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认为国务院 1982 年 5 月 12 日颁布的至今仍在适用的《城市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 

2003 年 5 月 23 日，我国著名法学专家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也参加了进

来。这次，他们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

别调查程序。 

根据《宪法》第 41 条确认的公民建议权，他们特请全国人大考虑依照宪法授权，组织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

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 

因为我国宪法第 71 条第 1 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

相应的决议。” 

2003 年 6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认为，二十多年

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相关法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2003 年 7 月 21 日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通过并公布，并于 2003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的办法细则

贯彻了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  

孙志刚案件在我国启动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先河. 

我国《立法法》第九十条规定如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

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

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

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

查、提出意见。”  

·广义的人身自由权（人格、住宅、通讯）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陕西“黄碟案”  

2002 年 8 月 18 日晚 11 时许，延安市万花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辖区内一居

民家中正播放黄色录像。派出所遂派出 4 名民警前去调查。当民警闯进该居民家中时发现，

房间内只有新婚夫妻张秋林和李小叶两人，此时电视机已关闭。几名民警表明身份，并要求

夫妻俩拿出“黄碟”，遭拒绝。双方发生冲突。警方以张某妨碍公务为由将其带回派出所。

并将从现场搜到的 3 张淫秽光碟，连同电视机、影碟机作为证据一起带回派出所。次日，在

缴纳了 1000 元暂扣款之后，张秋林被释放。 

10 月 21 日，张秋林突然又被宝塔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带走，随即以“涉嫌妨害公务”被

刑事拘留。但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张秋林以取

保候审的形式被释放回家。后，宝塔公安分局以“案件撤消”为由，解除了对张秋林的取保

候审，1000 元暂扣款同时返还当事人。  

迫于舆论压力，2002 年 12 月 31 日下午，由宝塔区政法委、区政府等部门领导组成的专

门协调小组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一次性补偿当事人医疗费及误工费人民币 29137 元。2003 年



1 月 14 日，宝塔区公安分局正式免除了警方当事人之一——万花派出所所长贺宏亮的职务； 

同时，该所警长尚继斌被调离万花派出所，调往其他派出所待岗，其他两名协警也被公

安机关辞退。 

 

文化教育权： 

包括受教育权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齐诉陈案情：  

1990 年，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17 岁的农家姑娘齐玉苓，正紧张地面对人生的关

口：考中专。当时，尚未改名的她叫做“齐玉玲”。考试很顺。齐玉苓通过了中专预考，又

参加了全省统考。然而，从普通录取到委培录取，她一直等到了 9 月初，通知书一直没来。

齐玉苓绝对想不到，就在她等得心痛、等到绝望之时，济宁商业学校给她的财会专业委培生

通知书，却早已到了另一个“齐玉玲”的手中。她叫陈晓琪，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

的女儿。因为预考落选，她连参加中专统考的资格都没有。但在其父一番“精心运作”之后，

她拿着“齐玉玲”的通知书顺利入读济宁商校。毕业后，她一直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则是另一番命运：到中学复读，借钱上技校，到工厂当工人，后又下了岗……1999

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无意中向齐玉苓说起：某家银行也有一个“齐玉玲”！而且和她来自同

一地方、同一学校、同一级，考的也是济宁商校。天下能有如此巧合？此后的调查很快揭开

了一个事实：9 年前，她被人冒名顶替了！1999 年 2 月，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

为由，将陈晓琪等告上了法庭。 

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以及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但这些权利除了一部分通过普通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基本权利

并没有具体化为普通法律法规上的条文。公民的这部分权利受侵害时，法院往往因为没有具

体的法律规范可以援引，导致这些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的考试成绩虽然过

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

不具备上委培的其他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其诉讼

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2001 年，鉴于民法中无受教育权之具体规定，山东省高级法院请示最高法院， 得到批复：

“陈××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 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

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条款，判决原告胜诉，齐玉苓获得直接、间接及精神赔偿近 10 万

元。由此引发了一场“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这是中国 法院释法文件中首次直接引用宪法，

因而引出“宪法司法化”的讨论。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具有对诉讼的直接效力，诉讼适用于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等的侵权行为。 

 

2.公民的义务 

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 

遵守宪法和法律 

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依法纳税 

其他义务 



 

第二节 中国普通实体法 

一、行政法 

(一)行政法的概念 

行政法首先产生于法国，后传播到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行政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

出现，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一道，大大扩展了过去的公法体系。 

行政法概念: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行政法的原则:行政合法与行政合理。 

(二)国家行政机关与公务员 

行政机关:依法规定设立?并享有行使国家行政权,对国家各项事物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机

关。 

公务员:依法代表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工作人员。 

(三)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1.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行政相对人,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其他具有

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2.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依法对具体事项或特定个人,具体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作出处

理决定的行为. 

(四)行政责任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于违反行政法律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应承担的行政法律后果。 

(五)行政处罚与行政复议 

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 

行政相对人:是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

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 

行政处罚：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给予行政

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特定的行政机关提出

申请，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活动。 

*案例 

2006 年 7 月 4 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对被开除学籍的北外女博士卫英（化名）的申诉作

出处理决定，指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对卫英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之前，没有听取她的陈

述和申辩，程序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42 条第 4 项和《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第 63 条第 2 项的规定，经研究，决定撤销北外关于开除博士研究生卫英学籍

的处罚决定书。  

民大未执行北京市教委要求撤销开除学生的决定 

事件回放： 

2006 年 1 月 5 日，民大 11 名学生被学校认定为作弊。 

1 月 6 日，民大作出开除 11 名学生学籍的决定，并限令其在 48 小时内离校。 

1 月 20 日，4 名学生向市教委提出申诉请求。 

2 月 28 日，市教委以程序不当为由，要求民大撤销开除学生的决定。 

4 月 25 日，民大在 3 月 16 日补办听证会后，坚持开除学生。 

4 月 28 日，4 名学生再次向市教委申诉。 



9 月 8 日，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市教委第二次以学生行为不属于严重作弊为由，再次要

求民大撤销开除令。但民大方面一直未作出正面回应。 

 

二、民法 

（一）民法的概念和原则 

1.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

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人身关系：与人身密切相联系而无直接财产内容的社会关系，如生

命、健康、荣誉、姓名等权利） 

2.民法五项原则：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  

（二）民事主体制度 

·民事主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公民（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公民：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

义务的自然人。自然人：依自然规律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人。） 

·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法律确认的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出

生起获得，一般与年龄和智力状况无关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法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参与民事活动，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

事义务的资格。自成立时产生，在被撤消、解散，被公告破产或其它原因而终止时消灭。 

·民事行为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民事主体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 周岁以上的公民、独立谋生、16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的公民。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0 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民事行为能力与公民年龄和智力状况密切相关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进行民事活动，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

（注意：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同时产生、同时终止、同样的范围。） 

（三）民事行为制度 

民事行为：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领域内基于其意志所实施的能够产生一定民事法律

后果的行为。 

民事行为条件：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 真实；合理合法； 

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书面、口头、其他形式。 

（四）民事权利制度 

民事权利：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享有的具体权益。 

民事权利分类：财产权和非财产权 

具体分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和人身权等。 

（五）民事责任 

概念：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 

分类：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和侵权的民事责任。 

*中国第一例电子邮件案  

案由： 

1996 年 4 月 9 日,原告薛燕戈收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通过互联网发给她的电子邮

件。内容是该学院将给她提供 1.8 万美元金额奖学金的就学机会。此后,她久等正式通知,但

杳无音讯,无奈中委托在美国的朋友去密执安大学查询，4 月 27 日朋友告知,密执安大学收到



一封北京时间 4 月 12 日 10:16 分发出的署名薛燕戈的电子邮件,表示拒绝该校的邀请。因此,

密执大学已将原准备给薛的奖学金转给他人。薛燕戈说,密执安大学发来的电子邮件,是她和

被告张男一起去北京大学认知心理学实验室看到的,并且存在张男的电子信箱里。法庭上，

薛燕戈认为,是张男在 4 月 12 日 10:16 分用其名义给密执安大学发了一邮件,谎称薛已接受其

他学校的邀请,故不能去该校学习。薛从北京大学计算中心取得 4 月 12 日的电子邮件记录,与

美国取证同来的材料完全吻合。 

原告薛燕戈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承认并公开当面道歉,由被告承担原告的调查取证以及

和美国学校交涉的费用、医疗费和营养费用,精神损失补偿等人民币 1.5 万元。 

被告张男在法庭辩称,事实上她从未以薛的名义给密执安大学发过任何邮件,对此事没有

丝毫责任。 

1996 年 7 月 9 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休庭之后,被告终于向原告承认,该

电子邮件是她所为,并愿意就此向原告道歉并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精神及财产损

失。经过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被告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

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补偿经济损失共计 1.2 万元  

 

（六）民事诉讼时效 

·概念： 

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

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法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制度。 

·分类： 

··一般诉讼时效：二年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特殊诉讼时效：一年 

(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 

(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 

(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 

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

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最长诉讼时效：二十年 

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

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七)合同法 

对然后我就懒得复制粘贴了（吐舌.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