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宪法与基本法课程教学计划  

教师     骆伟建 

 

教学内容： 

 

 第一章     宪法的基本理论： 

    

一、宪法的概念， 宪法的价值和作用，宪法的体系 

宪法的历史发展阶段，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特点，宪法的本质（奠定以宪和以法

治国的法律基础，宪法至上，服从公共意志） 

         

二、宪政的概念，宪法的产生条件发展历史，宪政的内容，宪政与宪法的关系    

宪政实施的保障（完善宪法，落实宪政，建立机制） 

         

三、宪法渊源的概念，宪法渊源的形式，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习惯，宪

法判例（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 

         

四、宪法分类的概念，成文宪法 ，不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协定宪法，民定宪

法，刚性宪法 ，柔性宪法 

         

五、宪法的原则，人民主权，法治原则 ，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确立宪制

思想的基本内容，依原则建立宪法和法律的秩序、规范） 

         

六、宪法制定的概念，宪法修改的概念，宪法修改的限制（制宪和修宪的严肃

性、适时性） 

         

七、宪法解释的概念，宪法解释的原则 ，宪法解释的形式（维护宪法的权威

性，提高宪法的适用性） 



 

第二章  国家基本制度： 

         

一、政治制度的概念， 代议制， 人民代表制 ， 君主立宪制，二元君主制，

议会君主制 ，共和制，议会制，总统制，委员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内

容 。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国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实现人民主权，人民参与国家管

理，国家有效管理保障人民利益。解决好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解决好民主与效

率的关系，解决好国家权力和职能的分工、协调关系。） 

         

二、国家结构的概念，单一制，联邦制，中国单一制的特点（中国实行单一制

的必然性，中国行政区划的原则：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的权威，发挥地方

的积极性，包括民族和特别地区的作用） 

         

三、国家象征的社会意义 

  

四、选举制度的概念， 选举制度的作用 ，选举制度的原则（普遍性原则    

平等性原则    秘密投票原则    选民监督原则 ）选举的程序和民主的关系，

直接选举，间接选举 ，多数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 中国选举制度的主要特点

和内容（解决公民能选出一个好的代表机构，有效地控制政府，解决公民与代

表的负责与监督关系，保障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一、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二、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保障     



     

四、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类 ，平等权， 选举权 ，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

由 ，监督权，精神文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通讯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

严，住宅不受侵犯，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生存权，受教育权，获国家赔

偿权，提出申诉控告权 

 

第四章   国家机构 （发挥各机关的作用，协调相互关系，实现对社会的有效

管理） 

 

一、国家元首的概念 ，元首的种类 ，元首的作用（主要是平衡的作用） 

 

二、代表机关的概念，代表机关的组成，代表机关的职权：立法权，    财政

权， 监督权限 ， 代表的权利保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地位和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性

质、地位和职权  

 

三、行政机关的概念，行政机关的类型，行政机关职权，行政机关的特点     

 

国务院的性质、地位和职权，首长负责制（主要是管理的作用） 

 

四、司法机关的概念， 两大司法体系的区别和共同点，司法机关的职能，司法

独立，法官独立     

 

中国法院的性质和职权，中国检察院的性质和职权（主要是对法律监督和适用

的作用） 

 

第五章   宪法实施的监督    

 违宪审查，违宪审查的主体，违宪审查的原则和方法     

 



第六章   基本法学研究的对象 

 

一、“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 

1，“一国两制”的内涵 

2，“一国两制”的形成和发展 

3，“一国两制”是基本法制定的基础 

      

二、基本法的理论和实践 

1，基本法的立法基础、特点和原则 

2，基本法的内容和确立的制度 

3，基本法的作用 

4，基本法的相关理论 

 

三、基本法学研究的意义   

1，依法治澳的需要（中央和特区依法治澳） 

2，澳人治澳的需要 

3，国家统一和稳定发展的需要 

 4，研究、完善和发展澳门法律制度的需要 

 

第七章  基本法的概念、地位、特点和作用 

    

一、 基本法的概念、法律地位、效力、及法律特性、法律规范 

  

二、 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的关系 

 

三、 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 

 

四、 基本法与国家其他法律及与特别行政区其他法律的关系 

 

第八章  基本法的制定  



         

一、 基本法制定的过程 

 

二、 基本法制定的特点 

1，体现“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2，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 

3，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4，严谨科学的法律精神 

 

第九章  特别行政区的性质、特点和基本制度 

    

一、 特别行政区的性质和地位   

1，从国家的整体与部分关系分析，特别行政区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地方行

政区域，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2，与联邦制成员国和单一制行政区划的比较分析（区划与组合不同、分级管理

与统一施政不同） 

3，特别行政区有义务自行立法禁止分裂国家等行为） 

 

二、 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 

1，高度自治的概念和特点 

2，中央授权高度自治（从权力的关系分析，自治权的来源和内容，授权与被授

权的关系，中央授权的形式特点、方式特点、内容特点） 

 

三、特别行政区实行“澳人治澳”（特点） 

1，澳人治澳的含义 

2，澳人治澳需以爱国爱澳者为主体 

 

四、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1，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概念，变与不变的关系 



2，原有制度的主要内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基本权利和自由的

制度，与内地制度的比较分析） 

 

第十章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一、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性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中央与地方的行

政从属关系分析，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政府） 

1，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一国两制”的特点 

2，权力的分类（中央掌握、中央授出、中央限制、特区全权行使、特区部分享

有） 

 

二、中央政府行使国家的主权（主权概念、对内对外）  

1，外交 

2，国防 

3，任免 

4，监督（法律备案等） 

5，决定（全国性法律适用、宣布紧急状态、国际条约适用等） 

6，发出指示（证明文件、指令等） 

7，批准（军用船舶进入澳门、外国领事机构的设立等） 

 

三、特别行政区政府行使自治权   

1，行政管理权 

2，立法权 

3，司法权和终审权 

4，对外事务权 

 

四、中央可授予特区其他权力，并保证特区高度自治，（不存在剩余权力的问

题） 

 

五、行使权力的原则 



1，依法行使权力与履行义务的原则 

2，维护国家统一和特区稳定、发展、繁荣的原则 

3，咨询协商原则 

4，不干预与监督原则 

 

第十一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 基本权利的概述（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二、 居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的特点   

1，体现联合声明的规定 

2，基本法为依归 

3，权利主体的特点（多样性） 

4，权利内容的特点（广泛性） 

5，义务的特点 

 

三、 居民的含义和构成（永久与非永久、中国籍与非中国籍、居民与其他

人） 

 

四、 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内容   

1，平等权 

2，财产权 

3，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4，政治自由权 

5，参加国家事务管理权 

6，人身自由权 

7，人格尊严和隐私权 

8，住宅不受侵犯 

9，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权 

10，迁徒自由 



11，信仰自由 

12，择业和工作自由 

13，诉诸法律权（罪行法定、无罪推定） 

14，教育和学术等自由 

15，婚姻自由及其他权利 

16，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 

 

五、 葡后裔居民的权益受保护 

   

六、 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国际劳工公约的适用问题 

 

七、 基本义务 

 

八、 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 

1，基本法的保障 

2，澳门法律的保障 

    

第十二章    政治体制      

 

一、特区政治体制的特点   

1，体现“一国两制”（体现主权、体现澳人治澳、体现高度自治） 

2，以行政为主导，行政、立法、司法既分工又合作 

3，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制度 

4，兼顾各阶层的利益 

 

二、特别行政区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1，个人负责与集体决策结合 

2，权利和职责的统一 

3，依法活动原则 

4，精简效率、勤政廉洁的原则 



 

三、行政长官   

1，行政长官的地位 

2，行政长官的资格 

3，行政长官的任免和辞职 

4，行政长官的职权和义务 

5，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关系 

    6，行政长官与行政会 

7，行政长官与廉政公署和审计署 

 

四、行政机关   

1，行政机关的组成和特点 

2，主要官员的资格和任免 

3，行政机关的职权 

4，行政机关与立法会的关系 

5，行政机关的咨询组织 

6，公务员  公务人员的概念 公务人员的资格 公务人员的留用 和福利待遇 

外籍公务人员的聘用  公务人员的制度 

 

五、立法会  

     1，立法会的性质和地位 

2，立法会的产生和任期 

3，立法会的职权 

4，立法会的议员 

5，组织和运作（会议） 

 

六、司法机关   

1，法院和检察院的设置和组织 

2，法院的管辖和审判工作 

3，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和任免 



 

第十三章    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 

 

一、  解释权属于人大常委会 

 

二、 人大常委会授权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 

 

三、 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 

 

四、 终审权与违反基本法的审查权 

 

 

考试评分： 

 

以书面考试方式进行。宪法和基本法各占 50%分数。考试包括本科目必须掌握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案例分析、及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具体问题，发表个人

见解四个部分。 

 

教材： 

 

1，宪法学基本理论 

2，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概论 

 （以上教材属于自编，并提供给学生） 

 

参考书： 

1，《宪法学》，张千帆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2，《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新论》，骆伟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5月。 

3，《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肖蔚云主编，澳门科技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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