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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法基础

莫纪宏

� �今年是新中国宪法诞生 50周年。50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就是宪法史上俗称的�五四宪法�。�五四宪法�是在毛泽东

同志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它反映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确立了

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

基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五四宪法�中得到全面地规定,既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政权

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

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 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

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显然,如果没有一种适宜的政治制度使人民群众能够发挥管

理国家的能力, 那么,人民群众就不能很好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巩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五四宪法�在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 明确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五四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五四宪法�第 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该条规定旗帜鲜明地将国
家的最高权力赋予了人民,而不是赋予某个社会组织或者某个个人, 这一规定将新中国的政权基础

建立在广泛的人民性基础之上,突出地体现了新中国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特征。为了

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五四宪法�还在许多条文中进一步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予以具体
化,规定了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对人民负责。�五四宪法�第 17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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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条又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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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五四宪法�确立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的法律地位,确立了新中国政权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突出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国家权力中

的重要作用。

�五四宪法�第 2条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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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明确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新中国政权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也是新中国政权建设的

最重要的特征的体现。它表明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并没有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

度,也没有简单地模仿前苏联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制度, 而是根据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具体特点,结

合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 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适合于我国具

体政治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五四宪法�确立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

地位, 并基于此原则,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构建了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立法机关、国家

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制度。



在中央一级国家政权机关,�五四宪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

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决定,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国事权;规定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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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是行使国家最高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国家机关。

在地方一级国家政权机关,�五四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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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是地方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此外, �五

四宪法�还规定了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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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 �五四宪法�还明确了国家机关在保障公民权利

方面的基本职责,体现了新中国宪法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

�五四宪法�不仅单设一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来规定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而且还规定

了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方面的法律责任,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

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五四宪法�还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明确作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一项宪法职责。�五四宪法�第 58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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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宪法�确立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首先,该制度在其后的 50年

中,一直得到了比较好地运行。50年来,我国的政权建设的基本格局都是按照�五四宪法�所确立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的, 都是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为政权组织形式的核心,并在

此基础上, 不断地健全和完善国家的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审判制度、检察制度。人民行使国

家权力的机关一直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直接参与或者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的形式来行使

国家权力, 组织国家政权,开展各项政治活动。其次, �五四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
法律框架在其后的 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中都得到了很好地继承,并在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完善和发展。50年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之所以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与�五四宪法�科学地设计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五四宪法�确立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背景资料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54年 9月 15 日至 9月 28日在北京召开。代表总

人数 1226人(其中女代表 147人, 少数民族代表 178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会

议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

本目的,是在于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 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

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得到有计划的迅

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会议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

行法律、法令继续有效的决议�。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根据毛泽东

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