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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 

许崇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

的。其所以待到建国5年后方才有宪法，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军事行动尚未

结束，土地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人民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当时不具备实行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制定宪法的条件。所以采取过渡措施，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政治

基础。事实上，共同纲领曾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建国后3年，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制宪的时机巳经成熟。1952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政

协常委会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制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经过讨论，接受了政协的建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组成了以毛泽东任主席、由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1954年1月至3月，毛泽东率领一个由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小组，在杭州西湖起草宪法。边起草边组织在京

的中央委员讨论。为了搞好讨论，毛泽东还曾亲自开列参考书目。经过一段紧张工作，终于搞出了一个宪

法草案初稿，于1954年3月23日向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础。宪法起草委员

会从3月23日到9月12日一共举行了9次全体会议，会议都由毛泽东或者刘少奇主持（其中第8次会议由邓小

平主持）。历次会议的气氛非常民主，讨论极为深入。 

    

    

    宪法的制定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群众智慧的发挥。除宪法起草委员会内部

多次认真讨论外，还曾在1954年3月至6月的81天时间内，组织了北京500多位高级干部讨论宪法草案初

稿，接着有全国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意见。自6月14日到9月10日，还经历了为时3个月的全民

讨论，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或补充的意见，经整理归并后共达180,420条。宪法草案经过反复修

改，在9月15日提交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1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国的宪法是

人民的宪法，人民主动、积极地参与工作，保证了1954年宪法的民主性和完善性。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泽东说

过，这个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宪法

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

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翁的事实。 

    

    

    1954年宪法规定了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

设与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后来宪法规定的主要内容，都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几十

年来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十分巨大，但后来的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并不同第一部宪法离得太远。以

目前的现行宪法来说，他所规定的一系列最根本的制度，例如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

域自治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等，都是从1954年宪法那里延续下来的。即使是宪法典的体系结构，也同

1954年宪法非常近似。至于凝聚在1954年宪法中的理论思想，当然更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宝库中的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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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

    

    

    由于社会发展一日千里，在新条件下产生的现行宪法无疑地更臻完善。现行宪法反映了更为丰富和新

型的客观现实，从而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但是尽管如此，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崇高历史

地位，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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