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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言　　2011年，历史前行中，我们遇合了这样一个辉煌的时间节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
十周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对过往历史的凝视和回望，我们有对&ldquo;苦难辉煌&rdquo;的重新阐释，有对辛亥百年以来逝去的
人和事的一种当下的认知。
　　2011年，又一件大事是，3月间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上溯三年，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到，2004年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ldquo;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
&rdquo;新中国宪政史发轫于1954年宪法的颁布，当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在《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ldquo;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
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rdquo;　　毛泽东评价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我们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他还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定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刻，回顾百年来曲折前进的宪政历程，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
我们生逢其盛，深感幸运。
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本质和基本要求，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我们党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形成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坚
定信心，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我们设计的全书框架是：在阐述中国宪政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对1982年现行宪法的阐释为中心
，论述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ldquo;一国两制&rdquo;
和人权保障等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规范，论述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政的推动以及中国宪政对人类政
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贡献。
　　显而易见，本书的编辑目的，在于对依照现行宪法实行的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宪政的历史观照和
今日现状的阐发。
为更好地加以说明，我们征得许崇德教授同意，把他发表在《法学杂志》2008年第二期的《宪政词辨
》一文，转载如下，作为本书序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政见诸各类文书，少说也已经有了上百年历史。
在这漫长岁月里，赞成者有之，不赞成者有之， 各种不同势力对宪政的认识和态度大相径庭。
直到今天，还有人存疑应不应该采用宪政一词，足见思潮之纷扰。
其实，毛泽东早已清楚地解释过宪政的词义。
他于 1940年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曾作过一次经典性的演说。
在这篇演说中明确地指出：&ldquo;宪政是什么　　呢？
就是民主的政治。
&rdquo;这是毛泽东在当时众说纷纭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宪政的实质。
宪政即民主政治，既然二者之间画了等号，那么，宪政与民主政治的提法可以并存或者交替使用，应
是没有疑问的。
　　宪政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那就是必须有一部宪法即国家的根本法。
宪政就是宪法与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
曾有学者形象化地说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和依据，宪政是宪法的运行和实施。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它指出了宪政和宪法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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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宪政就是依照宪法而实行的民主政治。
简言之，宪政就是宪法的实施。
事实表明，实行宪政不能没有宪法，如果没有宪法，那民主就是无序的，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宪政。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宪政，那么，宪法就落不到实处，势必成为一纸空文。
必须指出，宪法、宪政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强烈的阶级性。
从这个方面来说，宪政的性质同宪法的性质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二者都取决于国家的性质。
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的类型、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作为对宪政进行科学分类的标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方法，世界各国的宪政可以分为资产阶级宪政和无产阶级宪政两类。
资产阶级宪政亦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对于这类宪政，毛泽东曾经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
，称它为：&ldquo;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rdquo;，又叫做&ldquo;旧的、过了时的、欧美
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政治&rdquo;。
毛泽东说：&ldquo;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
治&hellip;&hellip;&rdquo;这个意义上的宪政，当然不是人民所要的。
过去不要，今天不要，将来也永远不能要。
　　另一种类型是无产阶级宪政即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毛泽东曾经在同一篇讲话中称之为：&ldquo;
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rdquo;。
毛泽东还说：　　&ldquo;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
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rdquo;可见，无产阶级宪政与资产阶级宪政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
毋庸赘言，无产阶级宪政即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的社会主
义民主。
这个意义上的宪政，当然是人民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实际上已经实行了这样的民主。
 毛泽东在同一篇光　　辉著作里，还提到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他说：&ldquo;（新民主主义宪政）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
的新民主主义。
&rdquo;又说：&ldquo;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
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rdquo;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已经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的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共同　　纲领》曾规定新中国&ldquo;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
来&rdquo;的政权。
《共同纲领》的这个规定同毛泽东当年给新民主主义宪政所下的定义是相吻合的。
因此，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宪政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但从发展的规律看，中国的宪政并不到此止步。
五年后，我国颁布了 1954年宪法；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宪政 (也
就是实行依据宪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有力地证明：毛泽东在67年前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理论以及&ldquo;全世
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rdquo;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我们认识宪政和研究宪政问题提供
了智慧的钥匙。
尤其是对于宪政的阶级性的重要论点，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看
待宪政。
但近来却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宪政理论都是些六十多年前讲的话。
它只是针对那个时候的历史情况，而今天的中国，情况早已发生变化，所以没有必要提宪政。
此类观点是不严肃的，也是不能苟同的。
 诚然，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片言只语也许会受到时间性的限制，但是其中大量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则
是永存的。
例如，前述的毛泽东关于宪政的阶级性以及应把宪政区分为不同类型的理论教导，那是放之四海而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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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光辉学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否定的。
有人误以为提宪政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西化。
这种不以阶级分析、笼而统之的说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罔顾今天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宪政外还有
社会主义宪政存在的事实。
 他们又认为，既然有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提法，就不应该有社会主义宪政一词了。
何况赞成宪政的人连自己也说不清楚&ldquo;什么是社会主义宪政&rdquo;，所以还是免谈为好。
这种说法多少有些欠缺兼容的气度。
 应该相信，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提法，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的统一，大家是衷心拥护的。
但某一事物往往可以有两种或者更多的称谓，这不仅十分正常，而且同义语词的普遍存在，恰恰反映
了中国语文的丰富多彩。
所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提法同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完全可以并存，不必有你无我，势不两立。
其实，还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语，也是它们的同义语。
三语共存，亦没有什么不妥，可以各尽其用，各得其所嘛。
在一般情况下，大都使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词，而在谈到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时，就会使用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一词。
在其他的某种情况下，特别是在需要突出宪法及其实施的场合，那就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宪政一词了。
举例说，江泽民 1998年3月 19 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时说：&ldquo;我将忠实
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rdquo;接着，他扼要地阐述了施政要点。
2003年3月 18 日，胡锦涛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时也说：&ldquo;我一定忠诚地
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rdquo; 他也简述了自己的施政目标。
把二位主席发表的讲话称之为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宪政精神，大概不会遭致责难，从而应是较为贴切的
吧。
词汇的丰富显示了祖国文明的高超，反映了我民族文化的博大和优越。
领导人讲话交替地使用一下同义语，于情于法不仅无可指摘，而且会增强渲染力，更扣人心。
　　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宪政？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既然宪政是依照宪法实行的民主政治，那么，宪法的全部规范就是社会主义宪政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ldquo;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制基础。
实践证明，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　　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rdquo;公报说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是&ldquo;实践证明&rdquo;了的。
这里的实践显然是指实施宪法，也即推行宪政的结果。
 根据公报的表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宪政？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一清二楚了：社会主义宪政就是实行&ldquo;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政治。
&rdquo;还可以答：社会主义宪政是&ldquo;符合我国国情、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
挥重要作用、保障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rdquo;的民主政治。
或者可以参照宪法文本作更具体的回答：社会主义宪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坚持&ldquo;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rdquo;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并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保障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保障和调整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
技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　　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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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宪法文本从序言起到第138条再加上31条修正案，统统都是社会主义宪政的重要内容。
　　以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回答，虽然不敢说至善尽美，但可以告慰的是，这里起码没有任
何&ldquo;西化&rdquo;或者&ldquo;自由化&rdquo;的痕迹。
不可否认，搞西化、自由化的势力确实存在，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反对采用宪政提法的人也许动机良好，但无论何如，必须首先分清自由化与非自由化的界限。
反西化、反自由化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绝对不是拒用个别名词即可　　以制胜的。
另一方面，亦无需因为某个提法曾被该种势力使用过而刻意避讳，加以摈弃 。
更不必像有人宣称的那样：这 (指是否采用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ldquo;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
题&rdquo;来试图警告与自己看法不一样的同志。
须知此类做法的历史教训已经够多的了。
　　中国百年来，人民一直关心宪政。
人民一直盼望并为之而奋斗的是新民主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宪政，中国人民并没有把宪政当做资产阶
级的专利品来对待，正像我们并没有把共和国的称号当做资产阶级专利品来对待一样。
但不可否认，我国确实经历过一段时期，当一说到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时候，有的人便跳起来
，斥之谓资产阶级货色。
可是今天的情　　况已大不同于过去。
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词语早已堂而皇之地写进到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去了。
温家宝总理 2007年 11 月 19 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时说：&ldquo;只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长
补短，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充实和强大起来。
中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中国所用。
&rdquo;温总理强调开放、兼容，吸收一切文明成果，非常鼓舞人心。
何况宪政一词是中国造还是舶来品，尚待仔细研究哩。
即使证明它确是从外国引进，那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
它作为一个名词或者一种提法，随着岁月流逝，早已融入中华文化的大熔炉中去，成为汉辞汇的组成
部分了。
总之，要实事求是，开放、兼容。
现在应该到把宪政二字如同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词语一样，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
　　本书的基调是回顾性、总结性的。
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前景，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十七大报告用我们熟悉亲切的语言，阐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和规律性要求。
比如，报告提出 &ldquo;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rdquo;，指出要保障人民群
众的&ldquo;表达权&rdquo;，强调&ldquo;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rdquo;，提出&ldquo;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rdquo;，提出&ldquo;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
和运行机制&rdquo;等等。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ldquo;民主、法治、
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
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rdquo;今天，我们展望未来，已经可　　以清晰地看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
有机统一，是顺乎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和今日国情的，能够真正给全中国人民带来安定
幸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犹如一轮红日，正在古老又年轻的神州地平线上冉冉上升。
　　我们特别邀请的本书各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在中外法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其中有著作等身的老
一辈学术大家，有在其研究领域中执牛耳的中青年学者，有同时身负重任的行政领导人，更有直接参
加推进宪政实践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他们在完成繁重的本职工作任务以及执行法定职务的同时，欣然为本书撰稿，展示了令人钦佩的政治
热情和历史使　　命感。
我们向每一位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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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编辑工作，有幸得到许崇德教授的特别关爱。
作为宪法学泰斗，参与制订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国家立法工作的老前辈，许先生对全书的篇章
设计给予了具体指导。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澳
门基本法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对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十分　　关注，并给予
有力支持和帮助。
曾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老干部局局长杨瑞雪，在本书酝酿之初就
热情支持，并作出妥当安排，保证了编辑、出版流程的顺畅。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资深出版人申作宏先生，他的无私帮助为本书的付梓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诸位先生、领导和朋友，我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我会一直铭记你们的关爱、支　　持和帮助。
让我们一起，为了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再努力！
　　王培英　　201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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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眸中国人权的百年发展，几经浮沉，几度风雨。
志士仁人播撒下的人权思想的种子，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甚至严寒冰封，终于在百余年后的今
天开出制度之花并吐露芬芳。
本书向读者展示了辛亥革命百年以来宪政制度的进展过程，路漫漫其修远兮。
诚然，我国的人权标准之于世界，东方文明之于西方文明，仍处于磨合与激荡之中，我国的人权发展
也注定不会是一番坦途，但无论是困境还是瓶颈，一个高度重视人权的国家，都会披荆斩棘、筚路蓝
缕地坚毅前行。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百年宪政历程>>

作者简介

王培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斤秘书二局局长。
参与制定或修订宪法修正案、选举法、立法法、物权法、教育法等多部法律。
策划编写《新中国50年法律总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文献分类汇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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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的历史意义／145 五、八二宪法的发展／158 六、毫不动摇地保证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1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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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193 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到全国人大会议召开／205 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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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权／338 五、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权的发展／342 现代科学技术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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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的交替演进／416 二、立宪意识的萌发与成长／420 三、制度与文化的交替演进——核心宪政价
值的引入与实践／429 四、代结论：中国“国情”与普适价值／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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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抗日战争时期宪政建设最主要的特点和成就，是注重人权保障。
各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中，都规定了相关的法律内容，有些根据地还规定了保障人权的单行条例。
如1941年11月，冀鲁豫边区行署颁布了《冀鲁豫保障人权权利暂行条例》，1942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
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同年10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通过了《晋西北保障人权
条例》等。
以《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为例，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外，还特别规定
“边区人民之财产、住宅，除因公益有特别法令规定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非法征收、查封
、侵入或搜捕”；“司法机关受理民事案件，非抗传或不执行判决及有特殊情形，不得扣押”；“被
捕人犯之财物非经判决不得没收，并不得换掉或任意损坏”。
 综上所述，抗日民主政权的宪政建设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民主”、“团结”战胜日本
帝国主义为价值取向，以抗日根据地为依托，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着眼点，极大地激发了根
据地人民的积极性，发挥了民主是抗日的保证的作用。
不仅如此，还促进了全国范围内争民主的宪政运动的高涨。
 鉴于充分发动民众、实行民主对于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性，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
一届第四次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提出《请政府命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
》的议案。
章伯钧、沈钧儒等人为代表的中间力量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承认各党派公开活动，保障各抗日党派
的合法权利。
部分国民党参政员也提出了实施宪政的议案。
会议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
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案”。
并指定黄炎培、张君劢19名（后增至25名）参政员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
由此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宪政宣传和研究的热潮。
 1939年9月，宪政期成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决定在此后“有长时间的集会，研究讨论关于宪法本身以
及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等问题”。
鉴于宪政知识的普及、宪政观念的培育和宪政的真正实行，不能仅仅靠专家、学者和社会某一阶层、
阶级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积极参与，把宪政运动从较小范围的上层活动变成各团
体、各行业、各阶层广泛参加的社会活动。
于是以当时的陪都重庆为中心，各种促进宪政会和研究会纷纷成立，宣传宪政思想、鼓吹宪政的各种
座谈、讲演连续不断，有关宪政知识的文章、资料、论文集层出不穷，宪政促进运动逐渐向各地蔓延
，形成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宪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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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百年宪政历程》由王培英编。
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
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
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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