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新闻 | 影像记录 |  教育指南

中国概况 | 人物长廊 | 大事年表

国史珍闻 | 图说国史 | 60年图片

专题研究 | 理论指导 | 政治史 | 经济史 | 征文启事 | 学

学术争鸣 | 学科建设 | 文化史 | 国防史 | 地方史志 | 学

论点荟萃 | 人物研究 | 社会史 | 外交史 | 海外观察 | 境 外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政治史 >> 法制建设史

公民基本权利60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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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我国历次宪法中经历了一个从“人民的权利”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再到“人权

次变化都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2004年，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之后，我

利制度成为一个以国家和政府作为保障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以公民身份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以自然人身

体系”，成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不断健康和稳步向前发展的法律基础。 

  早在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立的宪法地位，反映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还没有完全摆脱“革命宪法”的痕迹。 

  在《共同纲领》中，还没有产生与现代国家相对称的“公民”的概念，只有作为社会革命运动的主力

念。不过，《共同纲领》仍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确立了一些最基本的“人民权利”，如平等

  1954年宪法通过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起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人权制度，扩大了《共同纲领

定了新中国历部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制度基础，发展了人权的基本内涵。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

权和被选举权、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等。1954年宪法除了集中规定公民

主体的特定宪法权利作了规定，这些宪法权利也是以个人身份享受的，但是与公民身份不完全一致，反映了

的广泛性。 

  1975年宪法虽然是在“文革”时期产生的，其中许多内容带有“极左”思想的痕迹，但是从宪法文本的字面

看，1975年宪法对宪法权利的规定并没有背离1954年宪法的宗旨，除保留了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

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内容做了适当地增减，有些权利概念还带有一定的历史进步

体上来看，1975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权利制度在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权利制度上有所发展，而没有出

  1978年宪法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由于“文革”已经结束，因此在1975

宪法权利规定又得到了恢复，而且还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又创设若干新的类型的宪法权利。该宪法

的规定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1978年宪法由于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来纠正“

现在宪法权利的规定上，特别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上，被1975年宪法取消的由1954年宪法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公民的基本

些权利包括在法律上的平等、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获得赔偿权、私有财产继承权和语言文字权等。而在

1954年宪法就已经确立下来的限制少数剥削分子政治权利的制度。 

  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在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时，都牢牢地树立了“保障公民权利”

的人权保障理念。相对于1954年宪法来说，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停止或倒退的迹象，但是在

展和进化的趋势，而从总体上来看，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在规定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在我

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历史性地位不容忽视，其制度意义也不容否定。 

  1982年宪法，也就是现行宪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全面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

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较之以往宪法更加科学和完善的规定。 

  从总体上来说，1982年宪法在人权保障领域所采取的措施要比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更加具体、深入和有效，表

权利的主体、宪法权利的数量、宪法权利的实施保障等制度设计方面。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为例，1954

利，1975年宪法规定了17项，1978年宪法规定了20项，而1982年宪法则规定了29项。随着我国人权保障事



宪法上的依据。 

  当然，1982年宪法在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制度设计上，也还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进

历史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因素，尤其是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正式启动宪法解释制度。因此，宪法中所规定的各

性和制度上的统一性，不仅众说纷纭，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价值上的矛盾。在进一步深化我国人权保障制度法制建

为核心来建立起保障人权的科学和有效的国内法体系，这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宪法学理论界和人权理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我们在人权保障领域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但是2004年“人权入宪”具有重大意

法的形式，宣誓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在促

信心。 

  “人权入宪”对于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说，“人

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