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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 一、宪法的特征 （一）宪法与普通法律的

共性： （1）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2）具有国家强制力的

行为规范； （3）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 （4）内容取决

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二）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区别 1.在内

容上，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的性质

、政权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

机构组织及其职权等。宪法具有国家总章程的意义。 2.在效

力上，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所谓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

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在成文宪法的国家中，宪法的法律效力

高于般的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法律地位

（宪法序言）。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一切法律等都不得同宪法相

抵触。（宪法5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

同宪法相抵触。） （2）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 3.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宪法比

其他法律更加严格。 （1）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机关，往往是

特别成立的，而非普通立法机关。如1787年的美国宪法由55

名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制定；我国于1953年1月13日成立了宪

法起草委员会等。 （2）通过或批准宪法或者其修正案的程

序，往往严于普通法律，一般要求由制宪机关或者国家立法

机关成员的2/3以上或3/4以上的多数表决通过，才能颁布施行

，而普通法律只要立法机关成员的过半数通过即可。我国宪



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2/3以上的多数通过。 二

、宪法的本质属性 （一）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宪法最

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

的法国《人权宣言》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

会就没有宪法。列宁也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

的纸。 在历史上，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

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为了确认取得的权利，以巩固胜

利成果而制定出来的。 从宪法的基本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国

家权力的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部分并非

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

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因此，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

不仅是系统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部门，而且其基本

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二）宪法是民主事

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宪法是民主的产物。近代意义的宪法是

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有了民主事实之后现出的，是资产

阶级民主事实的法律化。宪法与民主事实密不可分，是伴随

着资产阶级民主事实的出现而产生出来的，是民主事实法律

化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宪法也是如此。从1918年《苏俄宪

法》的制定，到东欧和亚洲等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立宪运

动都可看出，无产阶级民主事实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前提条件

，而社会主义宪法则是无产阶级民主事实的法律化。 所以，

宪法与民主紧密相连。民主主体的普遍化，或者说民主事实

的普遍化，是宪法得以产生的前提。而且基于宪法在整个国

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以及宪法确认的基本内容主要

是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人权的有效保障，因此可以说，宪



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三）宪法是各种政治力

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宪法比其他法律更集中和全面地体现

统治阶级意志。 与其他法律相比，宪法所表现的各种政治力

量对比关系还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第二节 宪法的历史发展 一

、近代意义宪法的产生 （一）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西方国家资

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毛泽东的论述。 近代意义宪法的产生须

具备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三个方面的条件。 1.近代宪法

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旦商品经

济得到普遍发展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时，自

由竞争与平等交换的经济要求必然要通过国家的基本政治制

度反映出来。 2.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

建立和以普选制、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形成，为近代

宪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 3.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理论，为近代宪法的产生

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了铲除君权神授等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提出了

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了民主、自

由、平等、人权等学说，阐述了通过制定宪法来规范国家权

力的行使，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立宪主义思想。 （二

）英、法、美三国宪法的产生及其特点 英国宪法的特点： 

（1）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 （2）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

。 （3）是典型的柔性国家。 美国宪法的特点： （1）第一部

成文宪法； （2）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3）确立了

三权分立、总统制、联邦制等重要宪法原则。 法国宪法的特

点： （1）数量多； （2）内容变化大； （3）保持成文宪法

的传统。 （三）宪法的发展趋势 （1）基本权利扩大。魏玛



宪法。从自由权到社会权。 （2）人权保障方式的转变。消

极的防范到积极的请求。 （3）违宪审查制度的强化。从美

国到世界。机构的多样化。 （4）宪法的国际化趋势。文件

和机构。 二、我国的现行宪法 现行宪法的内容与特点 现行宪

法的内容： （1）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 （2）规

定国家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 （3）完善国家机构； （4）规

定精神文明建设； （5）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6）加强

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 （7）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

团结。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后，共进行了四次修改。分别

是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的修改。 1988年修改的内容是： （1）

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

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

督和管理； （2）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1993年修

改的内容有： （1）规定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

规定中国的政党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3）家庭联产承

包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形式； （4）规定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5）县级人大的任期改为五年。 1999年的修

改： （1）明确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邓小

平理论； （2）规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

； （3）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4）农村实行家庭承包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5）非公有制经济是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6）将反革命活动改为危害国家

安全的活动。 2004年的修宪内容较多。主要有： （1）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定为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 （2）规

定我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3）

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

。 （4）建立对土地征收和征用的补偿制度。 （5）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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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6）加强对公民私有

财产权的保护，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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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国家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8）规

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9）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

这是对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全国人大组成发生变化这一客观事

实的确认。 （10）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国家主席有

关“决定戒严”的权力改为“决定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 

（11）增加国家主席的权力，规定国家主席有权代表国家“

进行国事活动。” （12）将乡级人大的任期改为5年。这样，

我国各级人大的任期都已统一为5年。 （13）规定《义勇军进

行曲》是我国的国歌。 注意： （1）2004年修宪中的有些内

容是以前修改过的，这次是在以前的基础上重新修改，主要

是对私营经济的问题。 （2）这次修宪中有关保障公民权利

和国家主席权力增加较为重要； （3）将国歌纳入宪法，使

得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四个国家标志在宪法中都有了。 

第三节 宪法原则和宪法分类 一、宪法的基本原则 宪法的基本



原则主要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

法治原则。 1.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

主权是指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法国启

蒙思想家卢梭看来，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人民的公意表

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国家是自由的

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

的。因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托，因

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人民主权学说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

制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核心。因此

，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人的天赋权利不可转让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布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

于国民以来，西方国家在形式上一般都承认人民主权，并将

其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一项首要原则，而且在宪法中明确规

定主权在民。但这些形式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

家中，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了。只有在废

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

之上，人民主权才有可能实现。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都规

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这是无产阶级在创建自己

的政权过程中，批判性地继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实质上也就是主权在民。 关键的区别在于对于“人民”概

念的理解。 2.基本人权原则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

的权利，在本质上属于应有权利、道德权利。 人权是在17

、18世纪首先由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 在奴隶社

会和封建社会，公开推行等级特权和不平等。封建社会末期

，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摧毁君权神授学说，建立以自由



、平等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因此，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

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学说，强调人人生而享有

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在启蒙思想家提出的

天赋人权学说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开始进行了争取人权的斗

争。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后，人权口号逐渐

被政治宣言和宪法确认为基本原则。一般认为，资产阶级以

人权的普遍性掩饰人权的阶级性。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也确认

了基本人权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社会主义宪法中有关

“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确认。

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特征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

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则是人民当家作主最直接的表现，因此

，如果宪法不对此加以规定，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就只能是

抽象的原则。 3.法治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政府治理

形式，是指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依

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其核心思想在于依法治理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

权。制定和实施宪法本身就是国家实行法治的标志。 社会主

义国家的宪法不仅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

效力，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且还

规定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这样，在社会

主义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广泛深厚的民主基础，所有机

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4.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

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

以防止国家的滥用，并最终实现对公民权的保障。在资本主

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分权制衡原则；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监督原

则。 分权、制衡原则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几部分，分别由几

个国家机关独立行使；并使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保

持一种互相牵制和互相平衡的关系。这一原则是17、18世纪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根据近代分权思想确立的

。1787年美国宪法就按照典型的分权、制衡原则，确立了国

家的政权体制。法国《人权宣言》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

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受美、法等国的影响，各资

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权原则。从实践看

，分权原则对于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

权、制衡原则正在日益受到挑战。 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原则

是由巴黎公社所首创的。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其奉为一条

重要的民主原则，并在各国宪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社

会主义国家由于监督观念，特别是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

化还有待加强，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权力

制约原则还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二、宪法的分类 （一）资

产阶级学者的宪法分类（形式分类）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

法。这是英国学者蒲莱士于1884年首次提出的。这种分类所

依据的标准为宪法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成文宪法是指

具有统一法典形式的宪法，特征在于法律文件上既明确表述

为宪法，又大多冠以国名。如《日本国宪法》。1787年的《

美国宪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91年法国宪法

则是欧洲大陆的第一部成文宪法。 不成文宪法则是不具有统

一法典的形式，而且散见于多种法律文书、宪法判例和宪法

惯例的宪法。不成文宪特征在于，虽然各种法律文件并未冠



以宪法之名，却发挥着宪法的作用。英国是典型的不成文宪

法国家，其主体即由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构

成。 2.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也是英国学者蒲莱士最早提出

来的。以宪法有无严格的制定、修改机关和程序为标准，将

宪法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刚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

机关和程序不同于一般法律的宪法。成文宪法往往也是刚性

宪法。 柔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与一般法律相

同的宪法。在柔性宪法国家中，由于宪法和法律由同一机关

根据同样的程序制定或者修改，因而它们的法律效力并无差

异。不成文宪法往往是柔性宪法，英国是典型。 3.钦定宪法

、民定宪法和协定宪法。这是以制定宪法的机关为标准对宪

法所作的分类。钦定宪法是由君主或以君主的名义制定和颁

布的宪法，它奉行主权在君的原则，往往产生于封建势力还

很强大，资产阶级虽有一定力量但还不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1814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颁布的宪法、1889年日本明治天皇

颁布的宪法和1908年中国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都

属于钦定宪法。民定宪法奉行人民主权原则，因而至在形式

上强调以民意为依归，以民主政体价值追求。当今世大多数

国家的宪法都属于民定宪法。协定宪法则指由君主与国民或

者国民的代表机关苛制定的宪法，往往是阶级妥协的结果。

如法国1830年宪法就是在1830年革命中，国会同国王菲力浦

共同颁布的。 第四节 宪法规范和宪法作用 一、宪法关系及其

特点 宪法关系是指指根据一定的宪法规范，在宪法主体之间

产生的、以宪法中的权利义务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政治关系，

是立宪社会最为基本的政治秩序在宪法上的表现。特点： 

（1）是受到规范的民主政治关系； （2）最为基本的法律关



系； （3）以宪法规范为调整依据； （4）既是静态的，也是

动态的； （5）既是事实关系，也是价值关系。 二、宪法规

范的特点 根本性、最高权威性、原则性、纲领性、相对稳定

性 三、宪法的作用 宪法的作用亦称宪法的功能、宪法的职能

。宪法的主要作用可以概括为确认和巩固作用、限制和规范

作用、指引和协调作用、评价和宣传作用四大方面。 1.确认

和巩固作用在政治方面，宪法确认和巩固国家政权以及相应

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宪法是国家权力的法律化，掌权者

利用宪法使之权力合法化，以巩固其已取得的政权。同时，

宪法对于国家的法制建设也具有重要作用，宪法作为其他法

律的立法基础不仅为国家法制的统一奠定基础，而且为国家

法制的完整奠定基础。 宪法对经济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宪法规范确认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二是通过宪

法规范，使特定的所有制转化为所有权，影响经济基础的发

展；三是通过宪法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影响国家经济的

发展。 在文化方面，宪法通过确认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

政治思想和道德意识，规定国家统治和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科

学、文化，从而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职能提供思想文化基础

。宪法还通过规定国家发展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政策

，以及公民享有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和自由，从而进

一步推进国家文化社会生活的发展。 2.限制和规范作用宪法

对国家权力并非处于消极被动地位。宪法的限制和规范作用

，就是宪法对国家权力发挥作用的基本表现。 宪法对国家权

力的限制作用，是由宪法的本质决定的。作为公民权利保障

书的宪法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限制。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就是规定国家机构如何组成、哪些职权、这些职权怎样行使



等内容。 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范作用是指宪法通过规定国家

权力运行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使国家权力在宪法设定的轨

道上有效地运行。 3⋯⋯指引和协调作用指引作用是指法律

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的导向、引路作用。宪法作具有指引

作用，但有自身的特点：第一，指引的行为主体包括国家机

关、社会组织、公民。第二，指引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领域非常广泛。第三，宪法具有

至高效力的指引效力。第四，民主的精神是宪法指引的思想

基础。 4.评价和作用宪法评价作用还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一

，宪法评价具有广泛性。由于宪法关系的广泛性，国家和社

会生活的各主要方面，都能在宪法中找到评价的依据和标准

，而其他法律则不可能。第二，宪法评价具有集中性。第三

，宪法评价具有最高性。宪法是母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以它为依据，一切机关组织和公民

个人都必须以它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因此，宪法的评价具有

至高无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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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