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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封建主
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時代宣吿結束。中國人民由被壓迫
的地位變成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代
替那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
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
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
人階級為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
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
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
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吿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
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
基礎，並制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
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
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
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
、統一和富强而奮鬥。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
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
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
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
産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
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第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均有保衛祖國，遵守法律，
遵守勞動紀律，愛護公共財產，應徵公役兵役和繳納賦稅
的義務。

第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均有平等權利和義
務。

第四十二條 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
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



第二章 政權機關

第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
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
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機關。

第十三條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
織形式。其組織成份，應包含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革
命軍人、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
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

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得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的根本大計及其他重要措
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案。



第十五條 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
集中制。其主要原則為：人民代表大
會向人民負責並報吿工作。人民政府
委員會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吿工
作。在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委員
會內，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各
下級人民政府均由上級人民政府加委
並服從上級人民政府。全國各地方人
民政府均服從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七條 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
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
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
司法制度。



第四章 經濟政策

第二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
兼顧、勞資兩利、城鄕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
産，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
市埸、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
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
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
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十七條 土地改革為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
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獲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
凡尙未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民
團體，經過淸除土匪惡霸、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項步驟，
實現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條 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
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
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
共和國發展生産、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
的領導力量。

第二十七條 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
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並給
以優待。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
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
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
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
主義的侵畧政策和戰爭政策。

第五十五條 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
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査，
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
或修改，或重訂。



憲法的作用

• 宣告國家的主權

• 界定國家的本質

• 宣洩國家的願景及人民的共同目標

• 建立國家權力機構並賦予權力義務

• 建立團體與個體的權利與義務

• 以共同目標建設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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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總綱 第一
至 二十條

第二章 國家機構

第一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二十一 至
三十八條

第二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第三十九
至 四十六條

第三節 國務院 第四十
七 至 五十二條

第四節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 第五十三

至 六十六條

第五節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第六十七 至
七十二條

第六節 人民法院和檢察院 第七十三 至
八十四條



序言

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
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
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
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
義制度，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剥削和貧困，
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這是一個
過渡時期。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遂步實現國家的社
會主義工業化，遂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
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人民在過去幾年內已經勝利地進
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分子、恢復國
民經濟等大規模的鬥爭，這就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
遂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1945年9月20日在首都北京，莊嚴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這個憲法以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
同綱領為基礎，又是共同綱領的發展。這個憲法鞏固了我
國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政治上、經
濟上的新勝利，並且反映了國家在過渡時期的根本要求和
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願望。



我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鬥爭中已經結成
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
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今後在動員和團結全國
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內外敵人的鬥爭中，
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
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
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
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
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
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我國同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同各人民民
主國家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我國人民同全世界愛
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誼也日見增進，這種友誼將繼續發展和
鞏固。我國根據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原則同任何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政策，已經獲得成
就，今後將繼續貫徹。在國際事務中，我國堅定不移的方
針是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國民權力與義務

第十條 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資本家的生產
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

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
改造的政策。國家通過國家行政機關的管
理，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工人群眾的監督，
利用基本主義工商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
極作用，限制它們的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
極作用，鼓勵和指導它們轉變為各種不同
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以全民所
有制替代資本所有制。

第一百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
憲法和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
德。

第一百零三條 保衛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

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
光榮義務。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
民民主國家。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
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
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岐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
族團結的行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
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
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遂步消滅剥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在主要有下列各種：國
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個體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

第六條 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
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
營經濟。

礦藏、水流，由法律規定為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
於全民所有。



第二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修改憲法；

（二）制定法律；

（三）監督憲法的實施；

第一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二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第二十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
的唯一機關。



（四）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

（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
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
國務院組成人員的人選；

（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
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委員的人選；

（七）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八）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九）決定國民經濟計劃；

（十）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決算；

（十一）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劃分；

（十二）決定大赦；

（十三）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

（十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為應當由它行使
的其他職權。



第三十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下列人員組成：

委員長，

副委員長若干人，

秘書長，

委員若干人。



第三十一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

（二）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三）解釋法律；

（四）制定法令；

（五）監督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
工作；

（六）撤銷國務院的同憲法、法律和法令相牴觸的決議
和命令；

（七）改變或者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
的不適當的決議；

（八）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決定國務院副總
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的個別任免；

（九）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員和審判委員會
委員；

（十）任免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員和檢察委
員會委員；



（十一）決定駐外全權代表的任免；

（十二）決定同外國締結的條約的批准和廢除；

（十三）規定軍人和外交人員的銜級和其他專門
銜級；

（十四）規定和決定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

（十五）決定特赦；

（十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如果遇
到國家遭受武裝侵犯或者必須履行國際間共同防止
侵略的條約的情況，決定戰爭狀態的宣佈；

（十七）決定全國總動員或者局部動員；

（十八）決定全國或者部分地區的戒嚴；

（十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1975，1978 憲法











序言

第一章 總綱 第一
至 第三十二條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三十三
至 第五十六條

第三章 國家機構

第一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十七 至
第七十八條

第二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第七十九 至
第八十四條

第三節 國務院 第八十五
至 第九十二條

第四節 中央軍事委員會 第九十三
至 第九十四條

第五節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 至

第一百一十一條

第六節 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機關 第一百一十二

至 第一百二十二條

1982 憲法佈局



年份 中國共產黨大會 憲法頒布／修訂

1982
12次黨大會9月1-11日
立經濟發展戰略

1982憲法12月4日頒布：
總結發展歷史，堅持社會主道路，以推行經濟發展，
特區，完善政府架構。

1987
13次黨大會10月25日-11月1日
繼續發展路線，免胡耀邦，後擺免趙紫
陽、江澤民取替。

1988
1988年4月12日第一次修訂：
允許私營經濟以補國有經濟。

1992
14次黨大會10月12日
鄧小平南巡後，再進一步推行改革開放。
國家股市開始，國有大企業來香港上市。

GDP開始顯上升

1993

1993年3月29日第二次修訂：
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制政治協商制度，以馬克思列
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四項帶領社會建設，
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年份 中國共產黨大會 憲法頒布／修訂

2012
18次黨大會11月8日
習近平時代開始

2017
19次黨大會10月18日
習近平思想納入黨章

2018

2018年3月11日第四次修訂：
繼“三個代表”納入序言，“科學發展觀，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國家統一”，“中
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禁
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一切
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國家主席副主席兩屆之限廢除，成立“監察委員
會”。



年份 中國共產黨大會 憲法頒布／修訂

1997

15次黨大會9月12日
我國推行社會主義處於初級階段，故此
經濟發展應容納多所有制，鄧小平理論
納入黨章。

1999

1999年3月29日第三次修訂：
確立因社會主義長期處於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為國
家經濟組成部分，各所有制受受法律保護，實行依
法治國，鄧小平理論進入想法序言。

2002
16次黨大會11月8日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納入黨章。

2004

3月4日第四次修訂：
繼鄧小平理論後，“三個代表”進入憲法，國家徵
用土地或私有財產需要賠償，常委可以宣告緊急狀
態。

GDP上升新台階

2007
17次黨大會10月5日
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納
入黨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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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
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
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
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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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修宪重点 32 条

加入“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欧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法治”（依法治国）理
念，“新发展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目标”



33 条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
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
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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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
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
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
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35条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
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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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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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
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
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
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36条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



3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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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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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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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
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
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4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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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憲法的幾個重要理念
• 馬克思列寧主義

• 毛澤東思想

• 鄧小平理論
• 改革是全面
• 四個堅持：（1）黨的領導，

（2）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
（3）以人為本，
（4）改革要穩定，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

檢驗成敗，看是否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
利於增強綜合國力，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 三個代表
• 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 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 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科學發展觀
• 一人為本，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全體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
• 發展平衡城鄉差距，推動全面小康，化解社會矛盾
• 建立誠信社會



習近平現代社會主義思想
• 八個明確

• 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復興，全面小康，強化國家

• 平衡利益矛盾，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 總體佈局為“五體一位”，戰略佈局為“四個全面”，強調4個自信（堅定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自信）

• 深化改革的目的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治理制度和能力現代化

•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目標為假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

• 建設世界一流聽黨話，能打勝仗，良好作風的軍隊

• 建立新興大國的國際關係，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 十四個堅持

• 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

• 以人民為中心

• 全面深化改革

• 新發展理念

• 人民當家作主

• 全面依法治國

•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 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 總體國家安全觀

• 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

• “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

•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 全面從嚴治黨



GDP Comparison (196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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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orld Bank



GDP Comparison (196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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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Comparison (198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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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Per Capita (196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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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Per Capita (196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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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Per Capita (198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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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specific-country-data - /countries/CHN

http://hdr.undp.org/en/countries/profiles/CHN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specific-country-data#/countries/CHN


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

Edward Cunningham, Tony Saich & Jesse Turiel

Ju  2020

https://ash.harvard.edu/publications/understandi
ng-ccp-resilience-surveying-chinese-public-opinion-
through-time

https://ash.harvard.edu/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ccp-resilience-surveying-chinese-public-opinion-through-time
https://ash.harvard.edu/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ccp-resilience-surveying-chinese-public-opinion-through-time
https://ash.harvard.edu/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ccp-resilience-surveying-chinese-public-opinion-through-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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