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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6/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5_85_AC_c26_266674.htm 宪法 宪法是法的组成部分，是

国家的根本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结果，是公民权利的保

障书；它是一定政治斗争的终点和起点，规定国家的根本任

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

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一、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人民主权原则 也叫做主权在民原

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叫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中国第2条宪

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

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二）人权原

则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三）法治原则 （四）分权原则及民主集中制原则 分权是对

国家权力按其管理国家时所具有的不同职能而作出的划分。 

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

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

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

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积极性的原则。” 二 国家性质 （一）国体问题 国体表明

一定人在国家统治及统治机构中的地位，即国体是一种统治

形态，国体表明一定阶级的统治或专政，反映社会各阶级在



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中国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国家本质即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在内容和特征上一般表

述为，它是人民民主和人民对极少数敌对分子专政的有机统

一，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的结合。 （二）政党制度* 

我国政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是我国人民

民主专政政权的一个突出特色。 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我国

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 国民

党”；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

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

主党，简称“农工”；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九三学

社，简称“九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

三）爱国统一战线* 宪法在序言中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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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年宪法修正案新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应当引起注意。 三、国家形式 （一）政权组织形式 政权组

织形式，一般就是指一国的“政体”，是指特定的国家采取

何种原则和方式去组织旨在治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权

机关。 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其原则是民

主集中制，形式是一种民主的代表制。 （二）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特定国家划分国家内部区域，调整整体与

部分、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原则与方式。 现代国家结构形

式主要有两大类：单一制和复合制。单一制国家是由若干行



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单位组织的单一主权的国家。复合制国家

是指由两个或多个成员国联合组成的联盟国家或国家联盟。

近代复合制国家主要有邦联和联邦两种形式。邦联是几个独

立的国家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结成的比较松散的国家联合。组

成邦联的目的主要有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要求。联邦是

由两个或多个成员国（邦、州、省、共和国等）组成的复合

制国家。 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原则，现行宪法序言

第11段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其特征

是： 1 从法律体系看，国家只有一部宪法，由统一的中央立

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法律； 2从国家机构组成看，国家只有

一个最高立法机关，一个中央政府，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

3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看，地方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地

方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地方行政区域单位和自治单

位没有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权利； 4从对外关系看，国家是一

个独立的主体，公民具有统一的国籍。 （三）、我国的行政

区域划分* 行政区域划分又称行政区划，既可以表示对国家领

土进行划分的国家行为，又可以表示这种国家行为的结果。

1 现行宪法规定的我国行政区划是：（1）全国分为省、自治

区、直辖市；（2） 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

市；（3） 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4） 直辖市和

较大的市分为区、县；（5） 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由此可见，按照宪法的规定，我国行政区域基本上划分为三

级，即省级、县级和乡级，有些地方划分为四级。在宪法规

定之外，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行政管理区域划分情况（本书略

）。 2 行政区域的变更权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设立、撤销

、更名，报全国人大审议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



区域界线的变更，报国务院审批；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市辖区的设立、撤销、更名和隶属关系的变更，报国务院

审批；自治州、自治县的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县、市的行

政区域界线的重大变更报国务院审批；县、市、市辖区的部

分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审批；乡、民族乡、镇的设立、撤销、更名和界线的

变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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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