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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宪法五次修改历程
我国现行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
的长期实践经验，经过全民讨论、全面修改，于1982年12月4日
由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此后，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先后对1982年宪法部分条文进行了五次修改。

1988年宪法修正案
时间：1988年4月12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通过
修改的主要内容：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

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
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
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
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肯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补充。

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
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
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确立了我国新的土地使用制度。

1993年宪法修正案
时间：1993年3月29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通过
修改的主要内容：
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等提
法写进宪法序言。

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
“计划经济”；用“国有经济”、“国
有企业”取代“国营经济”、“国营
企业”。

删去“农村人民公社”的提
法，确立“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
任制”的法律地位。

将县级人大每届任期由3年改
为5年。

1999年宪法修正案
时间：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通过
修改的主要内容：
将“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写进

宪法序言。

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明确“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同时“国家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
度”。

修改了我国的农村生产经营制
度，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

增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内容；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将宪法第二十八条“反革命的
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
罪活动”。

2004年宪法修正案
时间：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通过
修改的主要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
法，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

在宪法序言关于爱国统一战线
的组成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

将国家的土地征用制度修改为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
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
征用并给予补偿”。

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
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
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
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
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
侵犯”写入宪法。

增加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

度”。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

将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修
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
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
适当名额的代表”。

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
戒严的决定权改为“对紧急状态的
决定权”，相应地，国家主席对戒
严的宣布权也改为“对紧急状态的
宣布权”。

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
3年改为5年。

增加关于国歌的规定，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
进行曲》”。

2018年宪法修正案
时间：2018年3月11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
修改的主要内容：
在宪法序言中确立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
指导地位。

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内容。

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
措。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
历程的内容。充实完善爱国统一战
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充实和平外
交政策方面的内容。充实坚持和加
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

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容。

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
规定。

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
的规定。

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
定。

修改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有
关规定。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把
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2014年12月4日是中国首
个国家宪法日。从 10月 23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决
定》，提出将这一天定为国家
宪法日，到11月1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设立国
家宪法日的决定》，以立法形
式予以确定。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处于核心的地位。一切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一切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维
护法制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宪法的权威。宪法日的确定
更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宪法序言
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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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以宪法
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
实施的职责。”因此，依法治国，首先必须严格遵守和
执行宪法，树立和维护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贯彻实
施，做到依宪治国。

国家宪法日的由来

■宪法知识

谁有权修改、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
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行使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
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此外，宪法
的修改，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
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我国现行宪法包括哪几个部分？
答：共有 5 个部分。分别是：序言、第一章“总

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第三章“国
家机构”、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宪法和普通法律有什么区别呢？
答：1.宪法规定的内容与普通法律不同。普通法律

是国家生活或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行为规范，而宪
法规定的则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关系到
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2.宪
法的法律效力与普通法律不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
效力。3.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与普通法律不同。宪法
的制定与修改必须采取比普通法律更为慎重的态度和
更为严格的程序。

■相关链接

■延伸阅读

韩国宪法日韩国宪法日
韩国为纪念1948年7月17日制定并颁布的《宪法》，

将每年7月17日设为“制宪节”，这一天也是朝鲜王朝的
“建国日”。现在，制宪节与三一节、光复节、开天节和韩
文节同为韩国五大全国性庆祝日。

韩国现行宪法是韩国现行宪法是19871987年年1010月全民投票通过的新宪月全民投票通过的新宪
法法，，19881988年年22月月2525日起生效日起生效。。

日本宪法日日本宪法日
日本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日本国宪法》（又称

和平宪法），它对保证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为纪念新宪法颁布实施，日本政府第二年将每年5月3日
设为“宪法纪念日”。

美国宪法日美国宪法日
每年9月17日是美国宪法日。1787年9月17日，美

国制宪会议代表通过了联邦宪法草案。1952年，时任美
国总统杜鲁门签署法案，宣布每年9月17日至23日为国
家“宪法周”，拉开全国性纪念活动的序幕。2004年，美
国国会通过决议，正式将9月17日设为国家“宪法日和公
民日”，简称“宪法日”。

本版稿件综合自《瞭望》、人民网、新华社等

世界各国的宪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