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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概述

REPORT



宪法的定义与作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适用于国家全体公民，是特定社会政治经

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

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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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的定义

宪法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

设；宪法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宪法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

发展。

宪法的作用



• 世界宪法的历史与发展：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
方面的基础。17、18世纪，英、美、法等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后
，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将在革命过程中有利于自己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加以巩固，这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成果包
括确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经济制度以及公民享有的某些权利等。这种对革命成果的巩固，
是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将其胜利果实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体现，而这种体现的成果就是宪法。

• 中国宪法的历史与发展：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创
造了被世人称为“东方文明”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但是，由于封建制度
的束缚和封建思想的禁锢，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
济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才登上历史舞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
了清王朝的统治，使中国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
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
质的重要文件，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彻底否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
共和制度和民主自由原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民主”“共和”的形象。它所反映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意
志，在当时条件下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

宪法的历史与发展



• 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意思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也是社会主义国
家宪法的最基本原则之一。

• 基本人权原则：由于资本主义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则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核心，因而虽然其宪法规范往往
以公民普遍享有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特点在于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宪法则在
具体规范中，公开限制或剥夺某种人权的享有，比如剥夺敌对阶级或敌对分子的选举权等。

• 法治原则：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统治阶级按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
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17、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古典自然法学派提出的一种主张。其核心思想在于依法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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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它既
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之所以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主
要取决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

宪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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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等。

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民的基本义务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维
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依法纳税等。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
依存、相互促进的，只有
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上，才
能更好地享有权利。

030201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国家机构组成01

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各机构的职权0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国务院是最高国

家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和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

别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03

包括民主集中制原则、法治原则、责任制原则等。

国家机构及其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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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与代表制度的关系

选举制度是产生代表的途径和基础，而代表制度则是选举制度

的延伸和保障。

01

选举制度

包括选举的原则、方法、程序和选举的监督等，是公民实现政

治权利的重要途径。

02

代表制度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参

与国家管理。

选举制度与代表制度



    

法律体系与宪法关系

法律体系的构成

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等，是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

范的总称。

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

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

法律体系与宪法的关系

法律体系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保障，而

宪法则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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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实施是指宪法规范在客观实
际生活中的贯彻落实，是宪法制
定颁布后的运行状态，也是宪法
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

宪法实施的概念
宪法实施主要包括宪法的执行、适
用与遵守三个方面。

宪法实施的方式

通常指国家代议机关和国家行政机
关贯彻落实宪法内容的活动。

宪法的执行

宪法实施的方式与途径



通常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司
法活动中贯彻落实宪法的
活动。

宪法的适用

通常指一切国家机关、社
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严格依
照宪法规定从事各种行为
的活动。

宪法的遵守

宪法实施途径主要包括宪
法修正、宪法解释和专门
委员会调查等。

宪法实施的途径

宪法实施的方式与途径



宪法修正

是指有权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宪法文本中不符合宪法制定者利益或社会实际需要的内容而

根据宪法所规定的特定修改程序加以删除、增加、变更宪法部分内容的宪法创制活动。

宪法解释

是指有权解释机关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对宪法的条文所作的理解与说明。

专门委员会调查

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宪法实施情况进行

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宪法实施的方式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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