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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概述 1.宪法的概念和特征。 （1）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资产

阶级革命的产物，是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规

定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义

务，规定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 （2）宪法最主

要的特征可以归纳为: 1）在规定的内容上，宪法规定的是国

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最基本的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活动的原则等。 2）在法律地位或法

律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或法律效力。 3）在制

定和修改的程序上，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都要经过区别于普通

法律的特别的程序。 2.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

）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 （2）基本原则主归

纳为四项: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和义务

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二）我国基

本制度 1.我国的国体。 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包括: 1）人民民主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有机结合.

2）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 3）工农联盟是我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 4）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政治协商

制度。 2.我国的政体。 （1）政体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就是统

治阶级采取何种原则和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实现自

己的统治。我国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民

主集中制原则，选举产生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并以人

大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机构，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是我国国家机构和国家政治生活的

基础，是其他政治制度的核心，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实现当家

做主的基本形式。 （2）我国的选举制度有以下基本原则。 1

）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2）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3）直接

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的原则。 4）秘密投票的原则。 5）从物

质和法律上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利。 6）代表对选民和原选举

单位负责，并受其监督。 （3）国家结构形式是统治阶级根

据一定原则采取的调整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

形式。现代国家的结构形式主要有单一制的联邦制两大类。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我国之所以采取单一制国家

结构形式，主要因为:第一，历史原因。长期的历史传统，决

定了我们必须建立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第二，民族原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和民族关系决

定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不适宜采取联邦制，民族分裂更

是极其有害的，而应该采取单一制。国内外实践经验一再证

明，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有利于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建设，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民自主地管理本

民族内部事务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



政权机关。第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

础，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第三，在民族自治地方

，设立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该自治地方的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四，民族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

规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外，还可以依法行使广泛的

自治权。 （5）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

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形式规定。”这是“一国两制”构想

的法律化和具体化，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

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根本法律依据，是一项适合我国国情

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特别

行政区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不同于一般行政区的政治

、经济制度的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与其他一般行政区一样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都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地方行政区域单位。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

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由该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

的有关规定组成.原有的法律基本不变。 3.我国的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

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方式在内的生产关系

制度。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1

）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

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2）非公有制经济。我

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和生产力水平还比较

低，所以在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还



将允许作为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成分的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

存在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其社会属性来说，不是社会主

义性质的，但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的确立标志着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剥削制度和作为完整阶级

的剥削阶级的消灭。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允许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

展，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不可能是

单一的，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 （三）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公民权与人权。 

（1）公民权。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按照该国宪法和

法律的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公民”和“

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民主要是个法律概念，而人民

主要是个政治概念.公民可以同外国人和法人（组织）相区别

，而人民则与敌人对称.公民的范围比人民的范围更加广泛，

公民中除包括人民外，还包括具有一国国籍的人民的敌人.公

民一般是表示个体的概念，而人民是表示集合或群体概念。

人民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是不同的

，它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的概念.而公民的内涵则是稳定的。

公民权是一国公民在法律上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资格，是国

家规定的本国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法律表现。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又称宪法权利和宪法义务，是由

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最主要的权利和履行的最主要的义务

。它同公民的一般权利和义务相比，具有以下特性: 1）它决

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 2）它是公民在社会和国家生



活中最主要、最根本和不可缺少的权利和义务. 3）它能派生

公民的一般权利和义务.4）它具有稳定性和排他性，与人的

公民资格不可分，与公民的法律平等地位不可分。 （2）人

权。 人权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和实际享有权利。当代中国和西

方世界讲的人权在本质上是两回事。当代中国人权是多数人

的、全国人民的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是集

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紧密结合的人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同政治权和公民权不可分割的人权.人权有国际性的一面，但

主要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利用所谓

“人权”干涉别国主权和内政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坚决

反对违背国际法的原则和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恃强凌弱、大国

欺负小国的行径。 （3）人权与公民权的区别。人权同公民

权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权是人性反对神性的产物，公民权是国

家和法律规定的.人权应然成分多，公民权实然成分多.人权有

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公民权只有个人权利.人权有国内和国

际两个方面，公民权只有国内一个方面。人权既不是天赋的

，也不是某此人恩赐的，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产物

。我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争取来的。 2.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有七个方面: （1）政治权利

和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六个方面的自由。 （2

）宗教信仰自由。 （3）人身自由权利。 （4）社会经济权利

。 （5）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 （6）特定人的权利

。 （7）监督权利。 3.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我国公民的基本

义务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 2



）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

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3）维护祖国的安

全、荣誉和利益。 4）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

织。 5）依法纳税。 （三）我国的国家机构我国宪法规定的

国家机构体系包括7类: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3）国务院。 （4）中央军事

委员会。 （5）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 （6）民族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 （7）人民法院和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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