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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主权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的“身份证”。

•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既是规范命题、学术命题，也是实践命题。

• 对现代国家治理中宪法与国家、宪法与社会以及宪法与公民关系的一种概括。



一、“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释义及其历史演变

➢ （一）“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释义

◼ 治国安邦的含义

• 语词记载：元曲《猿听经》，意思是“治理国家，使之太平、安定。”

• 思想源流：先秦以来的儒家，治国、平天下。

◼ “国”的意涵

• 治国安邦中的“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 语词流变：①商代，国指地域、疆域；②1950年简化汉字，统一用“国”字，寓意祖国美好如

玉；③家，社会基本构成单位，与国共同构成中国文化中的“国家”：家国情怀，爱国爱家，

以天下为己任。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的基本意涵

•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的基本意思就是，宪法是治理国家，使之安定

的根本规则、制度。



宪法文本中的“国家”
国家内涵 出现次数 典型的表现方式

作为统一政治实
体的国家

抽象意义的共同体 16次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国家权力、国家制度 6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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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构 47次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
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与社会相对的国家 11次 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与地方相对的国家 12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
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7次祖国、31处中国、6处我国、76处中华人民共和国



• （二）“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的历史演变

• 毛泽东主席领导五四宪法起草时，“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

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 习近平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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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长期性。”

• 在7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这一命题在实践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目标。



二、为什么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 宪法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

•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

• 宪法连接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确认了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奋斗成果。（历史教科书）

◼ 宪法描绘国家发展目标

• 赋予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安定感与稳定感，和对未来生活的合理期待。

◼ 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的制度体系

• 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



➢ 中国国家制度的分类

• 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制度是管总的、管全局的制度，是我国制度体系之纲。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

• 国家基本制度：长期性和稳定性，在我国制度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

基本政治制度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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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基本法律制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国家重要制度：重要制度从属于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服务于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

如所有制制度、分配方式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国两制”是国家的重要制度

•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关系

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 宪法的最高价值是人的尊严的维护

• 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的维护是国家存在的意义与目标。

• 2004年“人权入宪”是这一阶段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标志。

• 宪法第二章详细规定27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 《宪法》序言第13段、《宪法》第5条

•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结论

• 我国宪法从历史、目标、内容以及最高法律效力等维度都充分体现它作为“治国安邦总

章程”的重要性。



三、我国宪法发挥治国安邦总章程的作用

➢（一）以宪法实施推动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推动宪法变迁

• 1982年宪法修改的背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治准备——《中共中

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法律准备——1979年7部法律出台；实践准

备——到1981年年底，全国2756个县级单位全部建立了人大常委会。

• 宪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宪法法理基础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 改革开放的现实也在不断提出宪法问题，推动我国宪法制度的不断完善。1982年宪法

至今已有五次修改，形成了52条修正案。



1982年宪法的五次修改核心词

1988年 私有财产……

1993年 市场经济……

1999年 法治国家……

2004年 人权保障……

2018年 生态文明……



➢（二）以宪法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40年来，我国逐步构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以具体法律规范推动宪法实施。截至2023年5月1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约300件，

行政法规约600件，地方性法规1万3千多件，此外，还包括监察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其他

规范性文件，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宪法是根本法和最高法。

• 根本法的性质和地位，要求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就是宪法的具体实施过程 。

• 最高法的性质和地位，要求立法、行政、司法等一切活动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

的行为不具有规范效力。



➢（三）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

• 党的二十大报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并

要求“必须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 宪法宣誓、宪法日、宪法纪念馆、宪法教育课程等制度的建立体现依据宪法推动全面

依法治国。

➢（四）弘扬人文精神

• 宪法实施40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人权意识的提高与人权保障制度的

不断完善。

• 2004年“人权入宪”是这一阶段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标志。

• 我国保障公民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等多个方面的基本人权。

• 中国批准和加入29项国际人权条约，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展现中国的人权文化和

人权价值。



◼ 中国政府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

• 自2009年以来，中国先后制定实施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各项权利得到更

加切实保障，保护特定群体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措施更加完善，人权法治保障进一步加强，全面参与全球人

权治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在总结前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执行情况和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遵

循《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精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立足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中国政府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

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确定2021－2025年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

——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

• 依法推进，将人权事业纳入法治轨道；

• 协调推进，使各项人权全面协调发展；

• 务实推进，把人权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

• 平等推进，充分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 合力推进，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共同促进人权事业的

发展；

• 智慧推进，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拓展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



《马拉喀什条约》



⚫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

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以下简称《马拉喀什条约》)于2022年5月5日对中

国正式生效。中国成为条约的第85个缔约方。

⚫ 《条约》的立法背景与立法目的：印刷品阅读障碍者的平等参与。

⚫ 为了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马拉喀什条约》以人权原则为核心，

划定版权人的权利边界，以便增加盲人等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取图书、杂

志和其他印刷材料的途径。



◼ 中国官方对同性恋/婚姻的回应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2019年21日上午举行第一次记者会，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 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他回应称: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国情和

历史文化传统的。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因此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草案也维持了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

• 中国在2018年11月接受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期的国别人权审议（第三轮），在审议期间，一些国家向

中国提出了包括同性恋或LGBT反歧视在内的人权方面的各种建议和意见，中国代表团对这些意见建议作

出了正式答复，据联合国公布的报告，中国的答复之中也包括与同性恋或LGBT权利相关的内容，例如有

的国家建议说：“在一年内通过立法，禁止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中国对

这些LGBT相关意见（共有6条）的答复都是：“接受并已经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 8.88 禁止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侵害(法国)；（中国的答复）

28.88. 接受并已经执行。



➢（五）“一国两制”的文明价值

• 根据宪法构建和实施“一国两制”：宪法实施40年成就中，标志性成果之一是依照

宪法将“一国两制”法律化，制定基本法，设立特别行政区，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

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并保持繁荣与稳定。

• 通过宪法理解和保障“一国两制”：“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基于宪法的认同是落实“一国两制”、制定和实施基本法的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

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根本保障。



• 八二宪法修改与“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

• 八二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是从1980年9月开始的，邓小平亲自领导八二宪法的修改工作，八二宪法修改总体思想的

确立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处于同一时期，这一时期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思形成并趋于成熟的阶段。

1980.9

邓小平“一
国两制”构
思形成并趋
于成熟的阶
段。

八二宪法
开始修改
工作

1981.2.27

香港问题已
经摆上日程，
我们应该有
一个明确的
方针。

邓小平指示
廖承志

1981.9.30

统一后，台湾可作
为特别行政区，享
有高度的自治权，
可保留军队，中央
政府不干预台湾地
方事务。

叶九条

1982.3

向国际社会表
达了中国新宪
法将设立特别
行政区，以解
决台湾、香港
问题的信息

1982.9

宪法修改草
案已形成，
新宪法的基
本框架已确
定，并开始
了全民讨论。

1982.12.4

1982.9.24

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
回旋余地；1997以后继
续保持香港繁荣；中英
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
从现在到1997的15年中
不出现大的波动。

会见撒切尔夫人，
提出对香港问题
的基本立场

1982.1.11

“九条方针”
是以叶副主席
名义提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
“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

会见美国华
人协会主席
李耀滋



「一国两制」指数

⚫ 本地民意

• 香港市民在电话调查中对落实「一国两制」的评分

• 中大亚太所于2017年至2023年完成，共14轮

• 随机抽样访问约1000名18岁或以上香港市民

• 固网与手机双框设计，抽样误差为± 3.10%

⚫ 国际评价

• 国际智库对世界各地经济、自由、民主水平的评分

• 9个数据来源、127个指标，对148个地区评分和排名

• 世界银行、世界正义工程、V-Dem、自由之家、经济学人智库、世界经济论坛、洛桑管理

学院、卡托-菲沙研究所、无国界



本地民意与国际指标逆向发展



市民信心正在整固



国际评价跌幅缓和



四、中国宪法的未来与世界

➢ （一）普遍的公民宪法生活

• 宪法与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个公民从出生到死亡都受到宪法的呵护。

• 宪法在风险社会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共识。即便在诸如新冠疫情的紧急状态下，也

划下了人权保障的底线，并为社会从紧急状态回复到日常状态提供价值指引与制

度渠道。



➢ （二）世界中的中国宪法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宪法伴随社会正义理念的高扬而诞生，始终把社

会正义的实现作为核心关切。

•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未来的中国发展与宪法生活息息相关。

• 如何在当代世界体系中，把握中国宪法的历史方位，通过宪法增强国际社会对中

国法治的了解，包括对“一国两制”、香港国安法的理解等。

• 中国宪法不仅是中国人的宪法，也是世界宪法大家庭中重要的成员，中国宪法的

发展就是世界法治的发展。让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宪法生

活，不仅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宪法的期待，也会是中国宪法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 世界各国宪法秩序仍面临新的挑战：

• 对民主、法治、人权的讨论；

• 一些积极的进展:性少数群体权利平等保护全球共识扩大；环境权与气候变化议题

的关注与反思；隐私保护与科技监管的反思批评，与对人的主体性的坚守。

➢ 宪法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人类理性规划自己生活的标志。

➢ 在全社会对树立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高度共识，让我们认真对待宪法，共

同构建后疫情时代的宪法生活。



五、如何讲好宪法课

➢ （一）宪法与青年息息相关

• 香港青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宪法上的主体地位。

•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今日的香港青年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更

是具有无限可能。

• 宪法营造了香港青年大有作为的法治环境、社会环境，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进行跨法域律师执业、数据融合等综合性试验，为青年人发展不断开辟新的发

展平台。



➢ （二）公民、经济与社会科中的国家观念

• 目前香港特区从小学、初中、高中等课程中都加强了宪法、基本法与国安法的教育，以

此作为树立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这是值得肯定的。

• 想要取得实效性、增强针对性，最核心应是如何讲好宪法，通过宪法推动国家认同的教

育。让青年树立国家认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增强青年人对自

己国家宪法的自豪感。

• 在进行宪法、基本法、国安法教育中要把握国家安全教育与自由并非对立，安全的目的

是维护自由，让每个人享有基本法规定的权利与自由，无安全，自由成为无源之水，就

会陷入混乱与无序状态。

• 对宪法、基本法、国安法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要积极面对并着眼于提升教育

的实效性。



➢（三）讲好宪法的几点体会

• 基本经验：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告诉我们的学生，宪法是我们未来人生的教科书。

• 宪法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 宪法是一部国家未来的教科书。

• 宪法是一部民主教科书。

• 宪法是一部法治的教科书。

• 宪法是一部公民生活的教科书。

• 宪法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教科书。



结束语

宪法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期待，是一种创造，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们要通过宪法教育，让孩子们知道，

要珍惜、坚持自己的独特性，

珍惜共和国的价值观，为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感到自豪，

让每个学生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谱写自己精彩的人生。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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