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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宪法学》入学考试大纲

本大纲适用于硕士研究生 《法学专业基础》 科目的入学考试，考试方式为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考试参考书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教材《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以宪法和宪法现象为主

要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中，宪法学以其特殊的功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总体上准确把握宪法学的研究

对象、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分类特征和学习要求，对于深入学习宪法学具有重

要意义。《宪法学》考试的目的在于测试学生对宪法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

握程度，由此来达到判断考生是否具有进一步深造的基本素质和培养潜力。

导 论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历史发展，领会宪法学

的学科地位与学科体系、学习和研究宪法学的意义和方法，了解宪法学的分类和

基本特征。

二、考核知识点

（一）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 宪法学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2. 宪法学的研究方法

3. 宪法学的体系和结构安排

（二）宪法学的历史发展

1. 宪法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

2. 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三）宪法学的分类和特征

1. 宪法学的分类

2. 宪法学的基本特征



2

第一章 宪法学基本原理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宪法的概念，正确认识宪法的本质，掌握宪法的渊源、

领会和掌握宪法的分类、宪法创制、宪法的效力和作用等基本理论，确立宪法的

基本观念。

二、考核知识点

（一）宪法的概念和本质

1. 宪法的概念

2. 宪法的本质

（二）宪法的分类和渊源

1. 宪法的分类

2. 宪法的渊源

（三）宪法的制定､解释与修改

1. 宪法的制定

2. 宪法的解释

3. 宪法的修改

（四）宪法的效力和作用

1. 宪法的效力

2. 宪法的作用

第二章 宪法的历史发展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熟悉宪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了解宪法产生和发展的一

般规律，近代意义宪法的产生、近现代宪法的历史发展，理解宪法产生的条件，

领会宪法的发展趋势；了解旧中国宪法的产生和演变，正确认识和掌握新中国宪

法的产生和发展，掌握中国现行宪法的特点、产生和修改过程。

二、考核知识点

（一）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1. 资本主义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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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

1. 清末预备立宪

2.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 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宪法

4. 革命根据地的宪法性文件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2. 1954 年宪法

3. 1975 年宪法

4. 1978 年宪法

5. 1982 年宪法

6. 对 1982 年宪法的历次修改

第三章 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我国宪法指导思想，正确认识宪法指导思想的理论内涵

和重要作用，理解和掌握宪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作用，掌握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

原则。

二、考核知识点

（一）宪法指导思想

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

（二）宪法基本原则

1. 宪法基本原则概述

2. 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章 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国家性质，正确认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理解和

掌握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理论，了解我国国旗、国徽、国歌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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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

（一）国家性质

1. 我国的国家性质

2. 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

（二） 国家形式

1. 政权组织形式

2. 国家结构形式

（三） 国家标志

1. 国旗

2. 国歌

3. 国徽

4. 首都

第五章 国家基本制度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国家基本制度的概念，掌握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一）经济制度

1.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政治制度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4.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三）文化制度

1. 我国宪法关于文化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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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四）社会制度

1. 我国宪法关于社会制度的规定

2. 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第六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含义和精神，掌握我国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正确认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的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

（一）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

1. 基本权利的概念

2. 基本权利的主体

3. 基本权利的效力

4. 基本权利的保障与限制

（二）公民的基本权利

1. 平等权

2. 政治权利

3. 宗教信仰自由

4. 人身自由

5. 社会经济权利

6. 文化教育权利

7. 监督权与请求权

（三）公民的基本义务

1. 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义务

2. 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3. 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4. 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5. 依法纳税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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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宪法规定的公民其他义务

第七章 国家机构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国家机构的一般原理，理解和掌握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

体系和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了解我国各国家机构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

职权和工作程序。

二、考核知识点

（一）国家机构的一般原理

1. 我国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2. 我国国家机构体系和组织活动原则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 国家主席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2. 国家主席的产生和任期

3. 国家主席的职权

（四）国务院

1. 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

2. 国务院的组成､领导体制和会议制度

3. 国务院的职权

4. 国务院机构设置

（五）中央军事委员会

1. 我国的军事制度

2.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设立

3.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和领导体制

4.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

（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1.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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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3.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1.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概念

2.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性质和地位

3.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成

4.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八）监察委员会

1. 监察委员会的性质

2. 监察委员会的设置

3. 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和职能

（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1. 人民法院

2. 人民检察院

3.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的相互关系

（十）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

1. “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

2.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的地位和特点

3.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4. 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

5. 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

6. 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

第八章 宪法实施的监督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一般理论，正确认识宪法监督制

度的历史发展和类型，掌握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内容和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

（一）宪法实施

1. 宪法实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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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宪法实施的功能

（二）宪法监督

1. 宪法监督制度的历史发展

2. 宪法监督制度的类型

（三）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1.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内容

2.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特点

3. 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