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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二次会议修改宪法，在原来第三十三条中增加一款作为

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贯彻了党的十六大精

神，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权在宪

法上的体现，就是我国宪法第二章集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 一、平等权 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含有两层意思：第一，人人平等是以法律为尺度的。

第二，是指法律这个标尺决不因人而异。用法律去衡量任何

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一律平等。 在我国，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包括：(1）执法平等。国家对于一切公民的保护或者惩罚

是平等的。（2）守法平等。人人平等地遵守法律，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3）反对特权。不允许在

法律适用上享有特权，即不允许任何人可以做法律所禁止的

事，也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殊待遇。（4）对弱势

群体的特殊保护。如男女平等，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妇女

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

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

男女同工同酬。又如民族平等，宪法和法律多处规定对少数

民族的特殊保护，以达到民族平等和民族之间的和睦与团结

。从形式上看，特殊保护并不平等。但那正是平等的要求，

是无产阶级平等观的表现。 二、政治权利和自由 政治权利是

指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可



能性。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公民参与国家、社会组织

与管理的活动，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行使为基础；另一种

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由地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自由

，通常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

简称为政治自由。我国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 1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依法享有选举

或被选举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某些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

利。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

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

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

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我国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1）达到法定年龄，即

必须年满18周岁； (2）享有政治权利，凡依法被剥夺政治权

利的公民则丧失此项权利； (3）选举权行使的范围必须是由

法律规定的； (4）选举权必须依法定程序行使。 2．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l）言论自由，即公

民有权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从

广义看，新闻、出版著作也可包含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从狭

义看，出版自由不包括在内。 (2）出版自由，即公民可以通

过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自由表达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事务的见解和看法。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著作自

由，即公民有权自由地在出版物上发表作品；二是出版单位

的设立与管理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 (3）结社自由，即公民

为了一定的宗旨而依法律规定的程序组织某种社会团体的自

由。我国宪法规定的结社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其中

主要是以成立社会团体为其内容。 (4）集会、游行、示威自



由。集会是指公民聚集于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

活动。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

共同意愿的活动。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

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

等共同意愿的活动。 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是公民表达其意

愿的重要表现形式，合法的集会、游行、示威是公民的基本

政治权利。但公民行使这些权利仍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华

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一些重要的国

家机关，如全国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周边距离10－300米内，不得举

行集会、游行、示威。 三、宗教信仰自由 宪法第三十六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

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

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

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的

基本权利之一，具体包括公民有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自

由；有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

信仰这个教派或者另一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

信教或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

种权利体系，主要由信仰的自由、宗教活动的自由、宗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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