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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摘要）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3月5日向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草案）》的说明时说，宪法是国
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
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
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
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
修改，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
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
措。

第一，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
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
要求的好宪法，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
法治保障，必须坚决维护、长期
坚持、全面贯彻。

我国现行宪法是根据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
针政策、于1982年12月 4日由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
公布施行的。再往前追溯，1982
年宪法是对1949年具有临时宪
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1954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
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
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立了工
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任

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
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规定了社会主
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反
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
根本利益。

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
证明，我国宪法有力坚持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有力保障了人民当
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

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是符合国情、符合
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
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
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
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
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我们
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
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治保障。

（下转A04版）

关于宪法修改的基本考虑

第三十二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健全
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
会主义法治”；在“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十三条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
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
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
程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
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
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
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

第三十四条

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
“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
强。”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
立，并将继续加强。”

第三十五条

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
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
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
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

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
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
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
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
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十六条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
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
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第三十七条

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
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
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
责，受它监督。”修改为：“国家行
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三十八条

宪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国家
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
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
等、团结、互助关系。”修改为：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
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
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第三十九条

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
德”。

第四十条

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
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
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
行宪法宣誓。”

第四十一条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
一项，作为第七项“（七）选举国
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七项至
第十五项相应改为第八项至第
十六项。

第四十二条

宪法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中
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四）国
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四项、第
五项相应改为第五项、第六项。

第四十三条

宪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
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
务。”

第四十四条

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
职权”中第六项“（六）监督国务
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修改为“（六）监督国务院、中央
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工作”；增加一项，作为第十
一项“（十一）根据国家监察委员
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项至
第二十一项相应改为第十二项
至第二十二项。

第四十五条

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
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
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
相同。”

第四十六条

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
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
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
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第八项“（八）领导和管理民政、
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修改为“（八）领导和管理民政、
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第四十七条

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
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
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施行。”

第四十八条

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
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
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修改为：“县级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
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四十九条

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
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
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
机关的职务。”

第五十条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
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五十一条

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
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
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
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
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
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
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
人员。”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
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
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
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
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
行政工作人员。”

第五十二条

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
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
员会”；增加五条，分别作为第一
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七
条。内容如下：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
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
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

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
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
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
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
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
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
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
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
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
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
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
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
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
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
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三十八
条相应改为第一百二十八条至
第一百四十三条。

据新华社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
（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