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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监督制度：改进、发展与完善 
胡锦光 

发表时间：《检察日报》2012年11月27日第3版 

    现行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

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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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 

    为了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和尊严，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维持法律规则的统一性，维护统一的秩序，彰显社会主流价

值观，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实现，现行宪法依据我国的政治理念和宪政体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

30年来，这一制度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不断地获得改进、完善和发展。 

    一、我国宪法监督体制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在实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之下，我国采用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体制。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第27条第3项规

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1975年宪法对于由什么国家机关监督宪法实施未作出规定。1978年宪法第22条第3款规

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现行宪法第62条第2项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第67条第1项在1954年宪法

和1978年宪法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样，依据现行宪法的规定，我国监督宪法实

施的机关是作为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依据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第90条规定，我国日常性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保证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权的前提下，依据宪法、立法法等的规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被认为违宪的规范性

法律文件进行初步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内还设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工作室，

作为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专门机构。 

    二、宪法监督的对象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62条第11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

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立法法第88条第1项对宪法第62条第11项的规定作出具体化的规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

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法第90条规定有权启动宪法监督程

序的主体可以提出意见或者建议的对象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通

过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将宪法监督的对象扩大到经

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通过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将宪法监督的范围扩大到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综合宪法和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的对象包括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全国人大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决议、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司

法解释和规章。 



    三、宪法监督程序 

    宪法未对宪法监督程序作出规定。立法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

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等对宪法监督的启动程序和审查程序作出了补充性的具体规定。 

    (一)宪法监督的启动程序。依据立法法及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宪法监督程序的启动主要有两种方式:1.主动启动宪

法监督。依据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规范性法律文件提交备

案和批准时可以主动启动宪法监督程序。2.经请求启动宪法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秘

书长批转有关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上述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先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需要审查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秘书长批准后，送有关的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二)宪法监督的审查程序。经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认为审查对象同宪法

不抵触的，应当书面告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认为同宪法相抵触的，应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如果认为审查

对象同宪法相抵触的有权要求制定机关修改，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

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四、宪法监督的方式 

    我国宪法和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未对宪法监督的方式作出统一的规定，但从有权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可以看

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事前的预防性审查，即在法律文件生效前进行

审查;2.抽象的原则审查，即在法律文件生效以后发生具体案件前进行审查;3.具体的案件审查，即在法律文件生效以后

发生了具体案件时的审查。 

    五、违反宪法的责任 

    我国宪法监督的对象主要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宪法监督的责任形式主要是针对规范性法律文件。 

    依据宪法及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违宪的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追

究以下形式的责任:1.不予批准;2.责令修改;3.撤销;4.改变;5.罢免职务。 

  六、完善建议 

    在坚持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同时，必须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使其具有实效性。 

    (一)提高对宪法监督的认识。实践证明，只有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才

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完善宪法监督程序。1.在保持我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前提下，设立协助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

监督的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的对象。在现行制度下，宪法监督的对象分散规定在

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其表述除立法法比较明确外，其他法律文件并不是从宪法监督的角度作出的规定。因此，根据宪法

实施的主体，确定宪法监督的对象，既有利于宪法的实施，也有利于进行宪法监督。3.限定启动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资

格条件。立法法等法律文件确定的启动主体既不限于基本权利的受害人，也不限于是否穷尽法律救济，因此在主体资格

条件上失之宽泛，而导致在实践中处于无法实际操作的境地。4.审查程序需要进一步细化。如受理的机构、受理的时

效、受理的书面化、审查的组织形式、初步审查的标准、审查的具体步骤、审查的基本原则、审查结论的表决机制、审

查结论的格式、审查结论的种类、审查结论的效力、审查的时效等，都需要作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保证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性和宪法法律切实

有效的实施，这两项工作都要求强化宪法监督制度的有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