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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宪法对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
”宪法能否发挥其根本法的积极功效，关键在于宪法是否具有适应性，以及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协调程
度。
修改宪法，使之不断完善，并适应社会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但是，宪法修改并非单纯地追求宪法的现实适应性，而是在回应情势变迁的同时，使宪法自身逐步走
向完善，使宪法的精神得以维护和延续。
宪法修改，是指拥有修宪权的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方式和限制等要求，在不违背宪法的根本精
神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原宪法进行全面修改或部分修改的活动。
宪法修改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强宪法的活力，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的价值。
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其有效运行，是法治建设进程中必然的制度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的宪政历程中，宪法修改有效地弥合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国家重大制
度安排之间的矛盾，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从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对宪法修改制度进行全面梳理，提出改进的思路与方案，就显得十分必
要。
除“前言”与“结语”“后记”外，全书共分六章。
其中，前三章阐述修宪制度的基本理论；后三章回顾新中国的修宪实践，分析与归纳修宪过程中的成
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中国宪法修改制度的若干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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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对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
”宪法能否发挥其根本法的积极功效，关键在于宪法是否具有适应性，以及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协调程
度。
修改宪法，使之不断完善，并适应社会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但是，宪法修改并非单纯地追求宪法的现实适应性，而是在回应情势变迁的同时，使宪法自身逐步走
向完善，使宪法的精神得以维护和延续。
宪法修改，是指拥有修宪权的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方式和限制等要求，在不违背宪法的根本精
神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原宪法进行全面修改或部分修改的活动。
宪法修改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强宪法的活力，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的价值。
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其有效运行，是法治建设进程中必然的制度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的宪政历程中，宪法修改有效地弥合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国家重大制
度安排之间的矛盾，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从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对宪法修改制度进行全面梳理，提出改进的思路与方案，就显得十分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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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宪法修改的对象是宪法典，宪法性法律的修改不属于宪法修改的范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文宪法国家都只有一个宪法典，有些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的内容不是规定在一
部法典之中，而是规定在几部宪法性法典之中，对这些宪法性法典进行修改也属于宪法的修改。
（2）宪法的修改应当由宪法规定的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修改。
（3）宪法的修改应当有一定的界限，如宪法的修改不能违背宪法的精神与根本原则。
宪法的修改如果改变了宪法的精神与根本原则，那就不属于修宪的范畴，而属于制定宪法的范畴。
（4）宪法修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全面修改，二是部分修改。
全面修改是在原宪法基础上的全面更新，这种修改与宪法制定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改变宪法的根本精神
和基本原则，除此之外，要对宪法其他内容进行较大的变动；部分修改是对宪法的部分条款删除、增
加、变更的活动。
全面修改一般是由于治国方略与理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部分修改是由于局部宪法关系的变动。
两种方式应在正确把握时势的基础上加以选择。
（5）宪法修改一般是指成文宪法国家宪法修改机关的特定活动。
在不成文宪法国家，作为宪法组成部分的制定部分的制定法即宪法性法律，是由立法机关根据修改法
律的程序进行的，属于修改法律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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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2008年申报的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修宪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国修宪制
度的完善”（项目批准号：FX0805）的最终成果。
本书也是在我2005年博士论文——《修宪权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修宪问题进一步关注的结果。
从修宪的理论到修宪的制度，从中国的修宪制度到外国的修宪制度，一次次拓展，虽然辛苦，但对修
宪问题的理解也随之更加清晰。
人生的成功不仅需要自己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别人的关心与支持。
对我来说，成功之路漫漫兮，但感恩之心常在。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关心与支持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以及我的亲人表达最诚挚的
谢意。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以及本人所取得的点滴成绩与进步，与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感谢在求学期间给予我极大关心与帮助的老师们。
老师们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不仅使我树立了学术目标，掌
握了基本研究方法，还使我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感谢在求学期间给予我关心与勉励的师兄弟、师姐妹们。
感谢他们对我学习、生活的关心和帮助。
因为有他们，单调而枯燥的求学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充满了乐趣。
愿同窗之间的友谊之树常青！
感谢我曾经工作过的中学、广东海洋大学，以及目前的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的所有同事们，和
谐而友好的同事关系是学院发展与个人进步的基础，对此我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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