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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人权保障书的理论根据 
 

 李步云  
 

  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我们党内最杰出的法学家张友渔教授早在抗

日战争时期即已指出:“保障人民的权利,实为宪法的最重要的任务”,“而宪法便是人民权利之保

障书”。为什么要用“保障人权”来定义宪法,来揭示宪法的根本任务?其理论基础和根据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宪法是“人权保障书”有如下四条理论根据:它是建立在

“人民主权”原理的基础上；它是由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所决定；宪法是人权

保障书这一定义,还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一体制中人权所处地位所决定；宪法之所以

是人民权利保障书,还因为人权本身具有崇高的价值 
  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我们党内最杰出的法学家张友渔教授早在抗

日战争时期即已指出:“保障人民的权利,实为宪法的最重要的任务”,“而宪法便是人民权利之保

障书”。为什么要用“保障人权”来定义宪法,来揭示宪法的根本任务?其理论基础和根据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宪法是“人权保障书”有如下四条理论根据: 
  实现“人民主权”的必然要求 
  它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原理的基础上。“人民主权”即“主权在民”是现代民主的理论基

础和根本原则,它的对立物是封建社会君主主权即主权在君。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属

于人民”,就是“主权在民”这一原理和原则的体现。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任何一个国家

的公民(或)国民、臣民不可能都直接去管理国家,而必须实行代议制,即人民行使选举权,选出一个国

家机构,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具体管理国家。在西方有议会制与总统制,我国是实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但是被选出的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又很有可能滥用权力,甚至肆意侵犯人民的权利,不
按人民的意志办事,因此就必须制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即宪法,详细规定公民有哪些基本权利不

允许侵犯,或国家要努力促其实现,同时详细规定国家机构都有哪些职权与职责和行使程序,使其不

得滥用权力。宪法必须有这两部分的内容,否则就不是宪法。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只能是近代资产阶

级革命以来的产物。古代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的,它也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实现“主

权在民”这一原理和原则的必然要求。 
  权力与权利存在本质区别 
  它是由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所决定。现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常有

人将两者混为一谈,或搞不清两者的原则区别和相互关系。其实,两者在表现形态、一般属性、基

本特征、相互关系上都存在着本质区别。具体表现为如下八方面:一、国家权力包括职权与职责两

方面,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上,两者是不分的,在表述上通常用“职权”一词。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分开的,权利是利益的获取,而义务是利益的付出,在本质和法律表现上,两者是截然分离的。二、国

家的职权和职责是不能放弃和随意转让的；而公民的权利是可以放弃和转让的。三、国家权力的

行使,相对人必须服从；但公民权利关系的两方,地位是平等的。四、对国家,法不授权不得为；对

公民,法不禁止即自由。五、国家权力实质上“权威”；而公民权利实质上是“利益”,包括各种经

济、文化、社会利益以及人身人格利益和各种行为自由。六、国家的职权与职责应当以职责为本

位,即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的时候,首先要想到是在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而公民的权利与

义务应当以权利为本位。但任何人又必须尽对国家、社会和他人应尽的义务,否则自己的权利也难

以享有得到。七、公民的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不是相反。国家权力是以确认和保障、国家工作人

员才能享有的权力。而人权是依据人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不是任何外界的恩赐。八、国家权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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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即谋取与保障公民的各种权

利,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深刻理解这八条,对正确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与权利观意义重大。

这八条中,最后两条是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准确而又通俗的高度概括,即“权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用”。 
  保障人权具有终极的伦理价值 
  宪法是人权保障书这一定义,还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一体制中人权所处地位所决

定。现代宪法(社会主义宪法应当是其最先进的形式)具有三大原则和制度:即民主、法治、人权。

从终极意义上看,民主和法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唯有人权仅是目的。民主能够集中多数人的智

慧,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造世界的积极性,这是手段。国家的一切权力应当属于人民,人
民应当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它又是目的。现代法律是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制定出来的,通过它具有

规范、预测、统一、教育、惩戒等社会功能,它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但法又具有公平、

正义的本质属性、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因此,在国家应依宪治国、执政党要依宪执政

的政治形态中,民主与法治既具有伦理性价值,又具有工具性价值,唯有保障人权才具有终极的伦理

价值。 
  人权自身具有崇高的价值 
  宪法之所以是人民权利保障书,还因为人权本身具有崇高的价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经国务院

授权于 1991 年 11 月 3 日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曾称,“人权”是个“伟大”的名词,是
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我认为它的“伟大”之处可表现以下四条: 
  一、充分实现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追求。社会主义是一个“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

人富裕、人人能享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马克思曾多次强调,那个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平等是共产主义的政治论据”,”各尽所能、

各取新需”的人人富裕社会早被庄严地写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并成为数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

基本实践。“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乃是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标志。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主

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人权主义者。 
  二、充分实现人权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切实保障。“人民”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国

人民是由十三亿多个都在追求幸福的活生生的个人所组成,如果我们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权利保

护不重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能成为一句空话,甚至可能被有些人利用来肆意侵犯人民权利

的借口。 
  三、充分实现人权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科学发展观

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它的基本理念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 
  四、充分实现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不同国家

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有不同的民族和宗教、有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

统,这些都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人权制度和观念的差异和发展模式和水平的不同。因此人权具

有特殊性。人权的普遍性是由于人有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利益和道德。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和

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人身自由不被肆意剥夺,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