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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统帅——宪法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专题的学习，掌握宪法的特征和
原则，了解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充分理
解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弘扬
宪法精神，做遵纪守法的公民。



宪法的特征和原则1

我国的国家制度2

3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教学内容：



英国“光荣革命” 与《权利法案》

v1215英国《大宪章》是世
界上第一部权利法案，是
英国贵族成功迫使国王妥
协的封建制产物，是英国
宪法最早的组成部分。

v1689年《权利法案》是英
国光荣革命胜利的象征，
代表了国王必须服从法律
和议会至上原则的最终确
立。

the Bill of Right
（1689）

史



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联邦宪法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July 4, 1776 

§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
中诞生的《独立宣言》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以正式文件庄严宣布
了人民主权的原则。

§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
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
宪法。

史



中国戊戌变法 与《钦定宪法大纲》

v1908年8月27日清廷
颁布的《钦定宪法大
纲》是中国的第一部
宪法性文件。《大纲》
共23条，分两部分：
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

与义务。

史



建国后的四部宪法

v1954.9.20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
v1975.1.17 第四节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
v1978.3.5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
v1982.12.4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8、1993、1999、2004 四个修正案

史



序言

v 第一章 总纲

v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v 第三章 国家机构

v 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v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v 第三节国务院

v 第四节中央军事委员会

v 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v 第六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v 第七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v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目录一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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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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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宪法的特征（一）

最
严
格



宪法的基本原则

1 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2 人民主权原则

4 法治原则

3 人权保障原则

5 民主集中制原则

（二）



我国的国家制度

v1.国体：人民民主专政
爱国统一战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保障。

爱国统一战线

二

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
义的爱国者政治联盟

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拥护
祖国统一为基础的政治联盟



我国的国家制度

v2.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二

人民

人民代表大会

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

负责

监督

监督

负责

[1]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代表，组成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3]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
依法行使各自的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立法权：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国家基本

法律

重大事项决议权：全国重大事项的决议

最高选举权：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构

组成人员

最高监督权：对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的监督



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系统简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最高人民
检察院

最高人民
法院

国务院
中央军事
委员会

各部、委员会



v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什么优越性？



v三权分立制度是根据分权学说建立起来的

广泛应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它的主

旨即是将立法、行政和司法由三个国家机

关独立行使，并相互制衡。

v三权分立的核心：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



政体类型

①君主制

②共和制

A专制君主制

B立宪君主制

a二元君主制

b议会君主制

A议会共和制
B总统共和制
C民主共和制



议会君主制之英国

英国女王 英国首相



议会君主制之日本

日本天皇
日本首相



共和制之双元首脑制

德国模式——强总理法国模式——强总统

安格拉·默克尔

奥朗德

半总统半议会共和制

议会共和制



总统共和制之美国
巴
拉
克·
侯
赛
因·

奥
巴
马

美国总统

国会 法院



三权分立的优势与弊端

v优势：防止少数人的专制。

v弊端：各方利益不一致，相互扯皮，导致

决策缓慢、效率低下，人力物力的浪费。



美国白宫为何关门？



请思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1、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和主动性。

2、便于“议行合一”。

3、实行民主集中制，既有利于中央的统一领导，

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3.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v特点：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议政



3.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v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成立于北京
v②中国民主同盟 1941年成立于重庆
v③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5年成立于重庆
v④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5年成立于上海
v⑤中国农工民主党 1927年成立于上海
v⑥中国致公党 1925年成立于美国
v⑦九三学社 1945年成立于重庆
v⑧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1947年成立于香港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5、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

6、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的分配制度。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v1、平等权
v2、政治权利和自由
v3、宗教信仰自由
v4、人身权利
v5、财产权
v6、社会经济权
v7、文化教育权
v8、特定主体权利

v1、维护国家统一和全
国各民族团结

v2、遵守宪法和法律

v3、维护祖国的安全、
荣誉和利益

v4、保卫祖国、依法服
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v5、依法纳税

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

三



重大事项决议权

包括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
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
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作出各种授权决定等。



最高选举权
全国人大选举和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
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选举和罢免国家主席、
副主席；根据国家主席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人
选；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和
秘书长人选，并有权罢免上述人员；选举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
，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并有权罢
免上述人员；选举和罢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通过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人选，并有权
撤销上述人员的职务。



平等权

v平等权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基
本权利，《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v基本含义：①所有公民平等的享有宪法和
法律规定的权利；②所有公民都平等的履
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③国家机关在
适用法律时，对于所有公民的保护或者惩
罚都是平等的，不得因人而异；④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



宪法平等权第一案

v 200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招
录行员的启事，其中第一项规定招录对象为“男性身高1.68

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四川大学学生蒋韬身高1.65米，

他认为这一招录启事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平等权，因此于2002

年1月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中国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告上了法庭。其在诉讼书中称：“被告招考公务员

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限制了原告担任国家机关

公职的报名资格，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广告中含有身高歧视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被告

停止发布该违法广告，公开更正并取消报名资格的身高歧视限

制。



人身权利

v（一）生命权健康权

v（二）人身自由权

v（三）人格尊严权



人身自由权

人身自由权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搜查、拘
禁、逮捕等行为侵犯的权利。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

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

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

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广义的人身自由权还包括住宅不受侵犯以
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等。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

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
宅。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

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
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
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二）人格尊严权利

v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
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
行侮辱、诽谤和陷害。

v人格尊严的基本内容：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v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和继承权。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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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玉苓案
v 齐玉苓案被称作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v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
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
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
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
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
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
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
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
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
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
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
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v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
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
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
员会。原告诉称：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
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
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
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



v基于上述主要的事实认定，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
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
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作出判决：（1）被告陈晓
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被告陈
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
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3）原告齐玉苓支付的
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被告陈
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
带责任；（4）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
，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
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
委负担4,000元；（5）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
求。



v一审判决作出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除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提出异议

以外，主要是提出证据表明自己并未放弃受教育

权，被上诉人确实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

，使自己丧失了一系列相关利益。据此请求二审

法院判决：（1）陈晓琪赔偿因侵犯姓名权而给其
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
共同侵犯受教育权而给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
精神损失35万元。



v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46条[5]和最高人民法院的
批复，对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予以部分维持、

部分撤销，并判决：（1）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
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
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2）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齐玉苓因受
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

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41,045元
，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3）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
八中、滕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费50,000元。



政治权利和自由：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满18周岁的公民）
（2）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
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

自由的享有都以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为前

提，集会游行示威采取申请和许可制。

《刑法》中规定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就

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

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监督权：公民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
检举的权利。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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