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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基本理论

一、宪法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集中体现统治阶级建立民主国家的意志和利益，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调整国家根本社会关系，确认和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最

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法。

2.特征： ①宪法是国家根本法。

②宪法是公民权利保障书。

③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3.注意： ①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②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③根本任务：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宪法的基本原则

1.人民主权原则 2.基本人权原则 3.法治原则 4.权力制约原则

三、宪法的渊源和宪法典的结构

（一）宪法的渊源：

1.宪法典 2.宪法性法律 3.宪法惯例 4.宪法判例 5.国际条约

（二）宪法典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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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序言。大致包括制宪的宗旨、目的和指导思想、国家

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

正文
正文的基本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国家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基本原则；②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与国家机构；③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

附则
宪法的附则是指宪法对于特定事项需要特殊规定而作出的附加条款。附则是宪法的

一部分，其法律效力与一般条文相同，并具有特定性和临时性的特点。（我国宪法

无附则）

四、宪法的发展历史

（一）宪法的历史

1.“四个第一”宪法

（1）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 年美国宪法。

（2）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法国 1791 年宪法。

（3）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18 年《苏俄宪法》

（4）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1954 年《宪法》

（二）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

1.1908 年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2.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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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1949 年《共同纲领》临时宪法的作用

4.我国”四部“宪法：1954 年宪法、1975 年宪法、1978 年宪法、1982 年宪法。

5.对现行宪法的”五次“修改：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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