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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同时，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
作，3月20日，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为了准确把握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的核心
要义，我校专家学者积极撰写理论文章，掀起一股学习宪法监察法的热潮，以实际行动使宪法精神和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学深悟透宪法监察法 以法治精神推动学校事业发展

一、我国修改宪法的基本规律

宪法是近代以后产生的民主政治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法，是
国家的根本大法。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75年1
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
二部宪法，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
次会议通过第三部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
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第四部宪法。现行
宪法以1982年宪法为基础，经过了1988、1993、
1999、2004年的四次修正。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形成了“序言”和“四章”
的特色结构。“序言”主要表述国家政权的历史来
源、国家的指导思想、国家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方
向、宪法的地位；“四章”包括总纲、公民的基本权
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和首都，涵盖了国
家制度、国民地位、国家机关职权权限、国家标志
等内容。

我国宪法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导致的
政治关系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共产党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而修改完
善的，这是我国修改宪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

二、第五次修改宪法的背景

现行宪法规定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根本
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与
义务、国家标志等，符合国情，适应发展要求。但
是，自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改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有了许多重要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需要把实践经验上升为国家意
志，成为宪法内容。

客观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解
决主要矛盾的执政方略、治国策略必然发生变
化，客观上提出了修改宪法的要求。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
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确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
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对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和引领意义。可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修改宪法提出
了迫切要求。

三、第五次修改宪法的准备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等方面，为
修改宪法做出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创造了良
好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成立宪
法修改小组。由张德江任组长，王沪宁、栗战书
任副组长。党中央明确指出，宪法修改要遵循的
基本原则，为修改宪法做了认真的组织准备。

2017年11月13日，党中央发出征求对修改
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请各地区各部门和方
面在精心组织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
宪法修改建议。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宪法修改小组举行13次工作班子会
议、4次全体会议，对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汇总梳
理，逐一研究。2018年1月2日至3日，根据党中
央安排，张德江主持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