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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民法可

以用来缔结合同、维护自己的民

事权利，刑法可以用来惩罚犯

罪，而宪法虽然具有根本法的性

质，但在实践中到底能够起到什

么作用并不是很清楚。究其原

因，主要还是和对宪法产生的历

史背景和宪法在建设社会主义

法制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不了

解、不清楚有关。

现代宪法与传统社会各种形式的法律规范的根

本不同点在于，在传统社会中，尤其是在没有宪法的

时代，国家的法律最终都要服从国王或者是最高统治

者的意志，法律是保护少数统治者利益的武器。只要

统治者愿意，就可以用法律来规定统治者享有的各种

特权，并且还给这种特权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在中

国古代就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法”，魏

晋时期还出现了“八议”和“官当”制度。所谓“八议”，

即只要属于“亲、故、贤、能、礼、宾、勤、功”这八类人，

触犯了法律可以享有特殊的豁免权。而不在“八议”之

列的人，如果担任了官职，可以以官抵刑。由此可见，

封建时代的法律实际上是维护少数统治者特权的工

具。

近代宪法的源头一般首推 %!%& 年英国的《自由

大宪章》。从《自由大宪章》到 %’() 年法国大革命中诞

生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于

%’(’ 年通过的《美利坚共和国宪法》，都对保护人权和

公民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近代宪法产生的最大特点，

就是为了确认那些不受国家权

力随意干涉的人的权利和公民

权利，通过规范国家权力运作

的方式，来明确国家权力与公

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突出人民

主权的崇高地位。

现代宪法基本上继承了近

代宪法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

精神，对公民的权利作了更加

周密和细致的保护。依据现代

宪法的基本原理，宪法主要保护两类最基本的权利。

首先是基本人权，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生命、自由、安

全、财产等自由权利。公民在行使上述基本人权时，只

要不违反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明确限制，就可以完全

自主地享有上述基本人权。其次，宪法还保护基于公

民身份而产生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是保证公民参与

政治国家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理基础，也是政

治国家的合法性所在。从政治国家生存的合法性来

看，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权利，既是宪法上的

一种权利，也是宪法上的一种义务。公民既可以依据

宪法的规定享有选举权、参政权等公民权利，又必须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向国家承担纳税和服兵役等

义务。上述宪法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除了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

和公民权利之外，公民个体还可以依据行政法的规定

和民事法律的规定，依法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和民事

权利，并且当这些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可以依

据法律设定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与行政法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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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事权利不同的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

利，具有直接对抗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作用，是公民

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法律武器。任何国家机关，即便是国

家立法机关，也不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立法权力来非法

限制和随意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如果公民的宪法权利

受到国家机关的非法侵犯，公民应当有权利通过宪法和

法律设计的救济机制来请求保护。

我国自 %&’# 年宪法产生以后，宪法一直对公民权利

的保护给予高度关注。%&(! 年现行宪法制定的时候，还

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放在第二章，作为国家

机关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目标和前提。这些措施都

体现了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

国现行宪法并没有按照国际社会目前正在通行的理论将

宪法权利划分为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两个部分来加以不

同方式的保护，而是一般性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涉及到选举权、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公

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既有基本人权性质的，也有基于公民

身份而享有的公民权利。

二十年来，我国现行宪法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民主

原则和法治精神，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科学规范

国家权力，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的规定，为

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促进了我

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我们根据宪法制定

了一批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签署了一批保护公民

权利的国际公约，尊重和保护人权，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扶助困难群众，推动我国人权事

业取得了显著进展。二十年来，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不断

改善，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正在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准

则。

但也要看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由于法律和体制不健全以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完全适

应等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不少，

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宪法规定的公民的

基本权利究竟通过何种形式得到实现，还需要在健全宪

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的过程中认真加以研究。主

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究

竟通过何种法律渠道得到实现；二是当公民享有的宪法

上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公民可以依据何种法律

途径来获得权利救济。目前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上的

基本权利，主要是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来加以具体化的，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通过何

种方式才能在法律中全面地贯彻落实宪法中的公民的基

本权利，这也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此外，如果公民认

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受到了法律、法规的侵犯，是否存在

着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在制度上和在实际中也存有争议。

近年来，随着公民宪法意识的不断增长，社会上出现

了大量的涉及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的案件，在法学界和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比如，有关受教育权的保护

问题，以最高法院在 !""% 年 ( 月 %) 日所作出的《关于以

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

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影响最大。这一批复对传

统宪法学仅仅将宪法权利通过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

加以实现的观念进一步予以扩展，对于推动宪法权利的

司法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我国法律制度在

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实现上的进步。再如，由“孙志刚案”

引发的“收容审查违宪”风波，不但涉及人身自由这项公

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而且将宪法权利如何加以保护

的问题扩展到了违宪审查的层面。从上述案件可以引申

出有关宪法权利如何加以保障的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

也就是说，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如果不

经过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加以明确限制，那么，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限制。该原则实际上突出强调

了对宪法权利加以限制的“正当程序原则”。

总之，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不是可有可无的。恰恰相反，根据现代宪法的基本理念，

宪法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对其他法律形式的规范和约束

作用，来明确地保护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和

公民权利，从而使每一个公民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都能够

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基本的行为自由。宪法可以说是

约束国家权力的法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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