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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宪法有哪些内容做了修改？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修改

？本刊特将宪法原条文与修改后条文对照如下，帮助广大读

者深入学习宪法、牢固树立宪法意识。 1.将宪法序言第七自

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

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并将“沿着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修改说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入宪法，确立其在国家政

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意愿，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

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2.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逐步实现工业、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 修改说明：党的十六

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协调发展”，既是对社会主义文明内涵的极大丰富，又是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把

“三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写入宪法，为其提供了宪法保障

。 3.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



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

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

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修改说

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在社

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这样修改，有利于最广泛、

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4.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

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修改说明：这样修

改，主要考虑的是：征收和征用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

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

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不同之处在于，征收主要是所有

权的改变，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为了理顺市场经济条件

下因征收、征用而发生的不同的财产关系，区分征收和征用

两种不同情形是必要的。 5.将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

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

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

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

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修改说明：这样修改，全面

、准确地体现了党的十六大关于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鼓励、支

持、引导，又依法监督、管理，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的精神；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

实际情况，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6.将宪法第十三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

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

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

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修改说明：这样修改，

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

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又包括

生产资料。二是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

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三是我国几个现行法律根据

不同情况已经作出了征收或者征用的规定，在宪法中增加规

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

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 7.在宪法第十四条中增加一款

，作为第四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

会保障制度。” 修改说明：社会保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

度，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

要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稳定

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8.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

权利和义务”头一条即第三十三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修改说明：在宪法中做出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

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

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9.在宪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关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规定中增加“特别行政区”，将这

一款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

当名额的代表。” 修改说明：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做

这样的修改，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实际情况。 10.将

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第二十项“决定

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修改为“决定全

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并相应地

将宪法第八十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修改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将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职权第十六项“决定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修改为“依照法律

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

态”。 修改说明：这样修改，“紧急状态”包括“戒严”又

不限于“戒严”，适用范围更宽，既便于应对各种紧急状态

，也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一致。 11.将宪法第八十一条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

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 修改说明：做这样的规定，主要

的考虑是：当今世界，元首外交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形

式，需要在宪法中对此留有空间。 12.将宪法第九十八条“省

、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修改为：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修改说明：这样

修改，各级人大任期一致，有利于协调各级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计划和人事安排。 13.将宪法第四章的章名“国旗、国徽



、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在这一章第

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修改说明：赋予国歌的宪法地

位，有利于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

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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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