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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5B_E6_80_9

D_E7_BB_B4_E6_8B_93_c65_105342.htm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

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等重要内容，有的还规定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以及统治

阶级认为重要的其他制度，涉及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宪

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一切法律、

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宪法修改方式。宪法作为中

国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国家组织和活动的总章程，是国家

法制的自身基础和核心，所以修改宪法方式的规定必须考虑

宪法的稳定性。中国宪法的修改有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

对宪法部分条文进行修改，例如1988年、1993年、1999年

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部分条文的修改；还有重新改写形式，

即将原来宪法重新改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

、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是将原来宪法重新改写一遍。 

──宪法修改机关。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唯一有权修改宪法的

机关。 ──宪法修改程序。为保持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宪法的修改需要按照特别的程序来进行，比修改普通法律更

加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

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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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体代表的2

／3以上的多数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既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的纲领，又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

。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实际上起了

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共有7章60条。

第1章总纲，规定国家的性质、任务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2章政权机关，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

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普选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

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第3章军事制度，规定国家

建立统一的军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第4

章经济政策，规定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第5章文化教育

政策，规定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第6章民族政

策，规定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7章

外交政策，规定外交政策的原则。《共同纲领》的全面贯彻

实施，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

月和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第一部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对建国前夕由全国政协制定的起临时

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以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

任务，并把党所创建的基本制度和党所制定的基本方针和重

要政策予以宪法化、条文化，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设与制度



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一部宪法除序言外，包括总纲，国家机

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等4章106条

。 第二部宪法：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

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这部宪法诞生于“

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以“

四个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

“基本路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为理论

指导，是一部在特殊时期产生的宪法。如把“文革”产物“

四大”写进宪法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

群众运用这种形式”。第二部宪法共4章30条。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