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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67_469098.htm 这一期讲解中国宪法

学中宪法的制定、实施和保障的相关知识。一、宪法制定(

一)宪法制定的概念、制宪权与修宪权宪法的制定是指制宪主

体根据程序制定宪法、行使制宪权的活动；制宪权是创制作

为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修宪权是根据制宪权而产生的

一种权力，是制度化的制宪权。(二)宪法制定的主体及机构

现代各国宪法中普遍规定，国民是制宪权的主体，为了使制

宪权的实现程序具体化，各国通常根据制宪的需要，成立各

种形式的制宪机构，如制宪会议、国民会议、立宪会议等机

关。(三)宪法制定的程序为了保证制宪工作的权威性与严肃

性，制定宪法一般包括如下程序：制宪机构的设立、宪法草

案的提出、宪法草案的通过、公布。(四)新中国成立后制定

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宪法》。二、宪法实施(一)宪法实施

的概念从宪法实施的基本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宪

法的执行和宪法的适用、宪法的遵守。(二)宪法实施的意义

宪法实施的基本目的在于实现制宪者意图，除此之外，宪法

实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树立宪法权威、培养公民和官员

的宪法意识、实现宪法的演进。(三)宪法的解释宪法解释是

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当人们对宪法的有关条文内容存在不

同理解时，由有权解释机关阐明其含义的、具有法律效力的

行为。宪法解释不能由个人或者机关随意进行，近现代各国

解释宪法的体制不尽一致，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由立

法机关解释、由司法机关解释、由特设机关解释。我国1982



年《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

权。(四)宪法的修改宪法的修改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随

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发展，出现宪法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不相

适应的时候，由有权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对宪法内容予以补充

调整删除的行动和措施。宪法的修改答题上有一下几种形式

：全面修改、部分修改、无形修改。从各国宪法制定和宪政

实践看，宪法修改程序一般包括提案、审定、起草、议决和

公布五个阶段。我国现行《宪法》规定，行使宪法修改权的

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宪法保障(一)宪法保障的概

念宪法实施保障在一定意义上亦即宪法监督，是立宪国家为

了促进宪法的贯彻落实而建立的制度和开展的活动的总称。(

二)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对立法或其他

法律文件是否合宪所作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审查和处理，违宪

审查的对象是法律、法规等法律文件。由于各国的宪政体制

不同，民族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违宪审

查模式：普通法院、宪法法院、专门政治机关、国家最高权

力机关。(三)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按照《宪法》、《立法法

》规定，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可以包括以下内容：宪法

及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机制、改变或

者撤销法律文件的权限及事由、对法律文件合宪性和合法性

的审查程序。下面来看一些历年真题：2006年真题：19、下

列关于制宪权的表述，错误的是(C)A、宪法的制定是制定主

体依据程序制定宪法、行使制宪权的活动B、制宪权的概念源

自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以及中世纪的根本法思想C

、制宪权、修宪权、立法权属于同一层次的权力形态D、制

宪机关不同于宪法起草机关[分析]宪法的制定是指制宪主体



根据程序制定宪法、行使制宪权的活动，制宪权的概念源于

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以及中世纪的根本法思想。制宪

权、修宪权、立法权属于不同层次的权力形态，修宪权是根

据制宪权而产生的一种权力，是制度化的制宪权。制宪机关

不同于宪法起草机关：制宪机关是行使宪法制定权的国家机

关，宪法起草机关是专门的工作机构，不能独立行使制宪权

；制宪机关是一种常设的机构，宪法起草机关具有临时性；

制宪机关有权批准和通过宪法，宪法起草机关没有此权；制

宪机关是经过选举产生，而宪法起草机关往往是经过任命的

方法产生。故本题答案为C.2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对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B)A、有权改变

或撤销B、有权撤销，无权改变C、有权改变，无权撤销D、

无权撤销，无权改变[分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

权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

变违背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故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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