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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公布）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序言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

社会主义社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

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

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首都北京，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这个宪法以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这个宪法巩固了我国人

民革命的成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并且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 

  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

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

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

平的人民的友谊也日见增进，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

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彻。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

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杜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

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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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

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

主要道路。 

  第八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 

  第九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改善经营，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

销合作。 

  第十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

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

为各种不回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 

  第十一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二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第十三条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

归国有。 

  第十四条  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 

  第十五条  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

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六条  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十七条  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十八条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

食其力的公民。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

土完整和安全。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第二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包括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延长任期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二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制定法律； 

  （三）监督宪法的实施；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

选；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决定国民经济计划，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十一）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 

  （十二）决定大赦； 

  （十三）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 

  （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 

  （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二十九条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长， 

    副委员长若干人， 

    秘书长， 

    委员若干人。 

  第三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三）解释法律； 

  （四）制定法令； 

  （五）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六）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七）改变或者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 

  （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的个别任免； 

  （九）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一）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十二）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 

  （十三）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和其他专门衔级； 

  （十四）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  和荣誉称号； 

  （十五）决定特赦； 

  （十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

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十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十八）决定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戒严； 

  （十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务委员会为止。 

  第三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第三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

委员会。 

  民族委员会和法案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

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三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

复。 

  第三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第三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换本单位选出

的代表。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四年。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

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的勋章  和

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

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第四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选举和任期，适用宪法第三十九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选举和任期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秘书长。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四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并且审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五）改变或者撤销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 

  （六）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七）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八）管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九）管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 

  （十）管理民族事务； 

  （十一）管理华侨事务； 

  （十二）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十三）管理对外事务； 

  （十四）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 

  （十五）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行政人员； 

  （十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五十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主持国务院会议。 

  副总理协助总理工作。 

  第五十一条  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工作。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在本部门的权限内，根据法

律、法令和国务院的决议、命令，可以发布命令和指示。 

  第五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十四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由宪法第二章第五节规定。 

  第五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十六条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 

  第五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

年。 

  第五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和公共事业，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

利。 

  第五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第六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下一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和命令。 

  第六十一条  省、直辖市、县、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

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随时撤

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六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

政机关。 

  第六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分别由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各一人，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

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各若干人和委员各若干人组成。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发布决议和命令。 

  第六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 

  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有权停止下一纸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的执行，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

适当的命令和指示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 

  第六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五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六十七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应当根据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关于地方国家机关的组

织的基本原则。自治机关的形式可以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敌人民的意愿规定。 

  第六十八条  在多民族杂居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中，各有关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六十九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第七十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七十一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七十二条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

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 

  第六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七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第七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任期四年。 

  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第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七十七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

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

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七十八条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第七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八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

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工作。 

  第八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期四年。 

  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八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 

  第八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杜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得的物质上的便利，

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第八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八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

捕。 

  第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

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

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

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

民享受这种权利。 

  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第九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

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第九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

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九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第九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和平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

居留的权利。 

  第一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一百零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第一百零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第一百零三条  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一百零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第一百零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第一百零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根据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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