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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图 复习提示及命题预测 针对宪法，重中之重是2004年宪

法修正案的内容，各地命题对此都会涉及。为方便考生复习

，在此先集中介绍其内容： (l）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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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2）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 宪法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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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 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关于统一战

线的表述修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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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完善土地

征用制度。 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

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时土地实行征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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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进一步明确国家讨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 宪法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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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有制经靡婪ㄊ敌屑喽胶凸芾怼！?(6）完善对私有财产保

护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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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四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国

家建立健立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8）

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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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完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组成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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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 宪法修正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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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进入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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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关于国家主席职权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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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修改乡

镇政权任期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把乡、镇人大的任期由三年

改为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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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增加对国歌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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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识点详述 一、宪法的地位 宪法最早出现于资本主义社会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确定，政治基础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思想基

础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思想，法律基础是法律体

系的完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国家各项基本制度

和根本任务，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大法。它集中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



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专政的

重要工具。它在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

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最大的法律效力，既是国家治国安邦的总

章程，也是公民立身行事的总依据。在本质上，它是国家的

根本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是民主制度的法

律化，是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 二、宪法的作用 1、宪

法的作用 (l）宪法对统治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确认维护

和巩固国家权力；②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防止权力滥用

，这正是宪法民主性的体现。 (2）宪法对法制的作用主要表

现在：①促进法制的完备和健全；②促进法制的统一。 (3）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①宪法确立公民基

本权利和自由的内容；②宪法为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规定了必要的保障。 (4）宪法对政治制度的作用表现在：①

确立和维护国家政治制度；②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 (5）宪

法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①确认、保护和巩固自己

的经济基础；②确认其他制度，为经济建设服务；③在宪法

的指引下和范围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2．宪法监督 宪法监

督制度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法

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以维护宪

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和公民宪法权利的制度。当代意义上

的宪法监督制度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现代

国家主要有三类宪法监督制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制（

如法国等），司法机关监督制（英美法国家）、特设机关（

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监督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

国家）。 监督宪法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审查法律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②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



为的合宪性；③审查各政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全体公民

的行为的合宪性。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和其

他基本制度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 国体即国家的性质、国

家的阶级本质，它是由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所

反映出来的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的性质主要是由各阶级、

阶层在国家中所处的统治与被统治地位所决定的。 宪法第一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据此，我国的国

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

在六个方面：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②以工农联盟为阶

级基础，以知识分子为依靠力量之一；③以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为政治联盟；④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

济制度为基础；⑤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文化基

础；⑥以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为内

容构成。 人民民主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有机结合。

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

产物，表现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个主

要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实现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和基

础，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切实保障。民

主与专政是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 二

、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宪法《序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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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是不同的阶级、阶层、



政党、团体等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是中国人民最广泛的团

结。它包括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大联合：一个是工

农联盟，它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

建设者、爱国者的联盟，它是比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组织形式。

宪法《序言》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

性的统一战线组织。”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核心，是执政

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劳动者和一部分爱国

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

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共产党不向各民主党派直接地发号

施令或者下达指示，而是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主张，同

各民主党派协商，有时甚至要进行多次反复协商，充分听取

、吸收各民主党派的意见，然后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或者

政治主张，实行对国家的领导。作为参政党，我国各民主党

派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职务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

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我国的历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一定

比例的人民代表来自各民主党派，并有一定数量的各民主党

派的人员在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任职，以至担任领

导职务。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 (l）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 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指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

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

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大常委会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 (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

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因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较全面地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家性质；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于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从政治组织L保障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④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既保证了国家权力的统一，又使

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既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又

便于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单一制国家内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 现行宪法第四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

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表明，我国

不采取联邦制，而是坚持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统一的

国家内，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

。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在中国共

产党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

治地方，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实行区域自治的民

族的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

行政区域，即民族区域自治以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为前

提；②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③以民

族自治为内容，即民族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 民族

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种类型，不包括民

族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



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

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民族自治权主要

有：根据本地区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政策等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安排和管

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组织本地方维

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

字的权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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