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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80_203239.htm 第三章 我国公民的基

本权利与义务一． 简述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征。1

． 它对国家和公民来说都必不可少。2． 主要目的是为了确

认公民有对抗政府的可能侵犯的手段，使政府不能随意剥夺

；同时基本义务的规定，和可赋予政府以合法的强制手段，

使个别公民不能借主权者的地位拒绝履行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3． 基本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普通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基础或

原则。4． 基本权利有利于一个普通法律权利的重要特点，

即有写基本权利是不能放弃的。来源：考试大二． 简述公民

和人民的主要区别。1． 公民是法律概念，与外国人与无国

籍人相对应；人民是政治概念，与敌人相对应。2． 二者的

法律地位不同。“人民的权利”主要是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

治权利；公民的权利主要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所具有的法律

权利。3． 地位不同导致了二者在享受权利方面的差异。公

民中的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利并履行全部义

务；而公民中的敌人则不能享受全部的法律权利，月不能履

行某些义务。4． 二者的范围不同。公民的范围大于人民的

范围。5． 公民表达的是个体的概念，而人民表达的是整体

概念。三． 简述我国先行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

定的新发展1． 调整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在宪

法结构中的顺序，将其从第三章列为第二章，放在第一章“

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表明公民权利的保护在国

家生活中的地位重于国家结构。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漠视



公民权利的反思的结果。2． 增加了条文，内容也更充实，

基本权利保护的范围不仅得到扩大，而且更加明确。3． 强

调了权利义务的一致性。1982年宪法首次规定，公民在享受

宪法和法律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

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和自由。四． 简述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

本观点。1． 人权是人类普遍享有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

剥夺本国公民的人权。2． 基本人权范围的确定和人权保护

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务，不受外部的干涉。3． 只有在

一国大规模侵犯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的人权时，国际社会才

应当起来制止，但必须慎重，尽可能不使用武力。4． 中国

政府尊重并保护本国公民的人权，积极促进人权保护的发展

。5． 集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人权，同

时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来

源：考试大五． 简述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特点。

来源：考试大（一） 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广泛性来源：考试

大1． 享受权利的主体十分广泛。2． 宪法确认并保障的公民

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十分广泛。来源：考试大（二） 权利和义

务的现实性1． 实事求是，以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水平为基础，确定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范

围、内容。1） 客观上需要的确需要、又非确认不可的就坚

决写进宪法。2） 能够做到的，或者经过努力可以逐步实现

的，就根据能够做到的程度，作出实事求是的规定。3） 从

实际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做到的，宪法就不予确认

。2． 规定法律和物质的保障。来源：考试大（三） 权利和

义务的平等性1． 公民在权利的享有上一律平等。来源：考



试大2．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平等地受到司法保护。（四） 权

利和义务的一致性1． 公民既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又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2． 公民的某些宪法去

那里和义务是相互结合的，如劳动权利和受教育权。3． 权

利和义务在整体上是相互促进的。4． 权利享有附有有限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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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