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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

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是人权“入

宪”①，突出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坐标与功能，

使人权从一般的政治原则转变为统一的法律概念和

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的宪法原则，预示着国家价值观

的深刻变化。在新中国宪法史上，人权第一次出现

韩大元+

在宪法文本上，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②。同时，

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给宪法实

践，尤其是宪法解释学带来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

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修宪社会效果的体现需要借

助于宪法解释的规则与具体技术。

一、宪法文本中人权的表述

人权在各国宪法文本中有不同的含义与表述方

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表述模式：一是宪法文本

中直接规定人权；二是宪法文本中不直接出现人权

字眼，但解释上人权表现为基本权利或基本权；三

是严格限制人权在宪法文本中的含义，直接以基本

权利规定人权的核心内容；四是文本中同时出现人

权与基本权利、基本的权利等表述，在实践中主要

通过宪法解释规则确定其具体内涵。

在现代宪法中直接规定人权的国家并不多见，

即使规定人权的国家也体现不同的宪法传统与文化

特色。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宪法对人权的表述与

具体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如在德国，宪法上的人权

与基本权是有区别的，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

能。在美国，传统上使用基本的人权(‰da眦砌
hllm蚰ri小ts)，但后来出现宪法权利(constitutional

rig舢)后，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在法国，

自人权宣言以来，区分了“人的权利”与“市民的

权利”，并与人权本身的概念相区别，广泛地使用

“公的自由”概念。在英国，传统上不使用自然权

的人权概念，而使用市民的自由(ci、，illikrties)，

力求把实定法的权利一体化，直到1998年制定

《人权法案》后，开始出现普遍承认人权概念的倾

向。

在非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人权或基本权的规定

是比较普遍的。如日本宪法第三章章名是国民的权

利与义务，第11条中使用了“基本人权”概念，

并在宪法文本中解释为：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

本人权，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及将来均赋

予国民。越南宪法第50条中直接规定了人权：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关政治、民事、经济、文

化和社会的各项人权得到尊重，体现在公民的各项

权利，并在宪法和法律中作出规定。在孟加拉国宪

法中使用了“基本人权”和自由(宪法序言)、在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规定“承认人的自由

和权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了

“忠于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并在第三部分中具体

规定“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等。

从宪法文本的比较看，西方国家一般严格区分

人权与基本权概念，在文本中尽可能限制人权内涵

的扩大；而在非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普遍认可人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一次修宪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刘海年教授提出了媒体使用“人

权入宪”提法的不妥当性。他认为，人权的基本内容已体现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之中。如采用“人权入宪”提法很容易使人产生过去宪法中

没有规定人权内容的误解。实际上，现代人权基本内容通过宪法化已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在这种意义上，人权早巳“人宪”。作

者同意刘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在宪法文本中区分人权与基本权利的概念，但这种区分应以两者的相互转换为条件。本文使用的“入宪”

一词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侧重于说明人权在宪法文本中出现的事实状况，没有否定人权基本内容与价值通过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转
化的事实。

②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出现了以宪法中的人权条款为依据提出权利救济的几起事例，表明社会公众对人权条款的关注与期盼。但在

“人权热”中学术界应保持学术的理性，向公众说明人权的理念与价值，普及人权的基本知识。最近《南方周报》登了一篇题为<应恢复

‘侵犯人权’这条罪状)(2004年6月10日)文章，作者主张应根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急需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设立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作者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基于人权的基本内涵，难以用一个罪名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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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在宪法序言中，

扩大宪法价值适用范围。

中国宪法文本中人权规定在第二章第33条，

是作为宪法修正案第24条具体条款而存在。那么，

作为具体条文中的人权在宪法文本中具有什么样的

含义，如何确定其性质与效力是宪法学理论需要回

答的重要问题。

二、宪法文本中人权含义的解释

“人权入宪”首先带来的课题是其含义的解释

问题。根据学术界的一般理论，人权是人作为人应

该享有的自由或资格。人权基于道德的基本要求而

存在，表明人生存的基本资格。人权形态通常分为

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实定法意义上的人权和现实状

态中的人权。尽管在人权解释上，各国学者们有不

同的表述，但在基本价值与核心理念上已达成如下

共识：人权的本质在于尊重人作为人的尊严，也正

是因为如此，无论侵害主体如何，国家的义务都应

该是保持其统治下的所有个人享受人作为人所有的

尊严。③在宪法文本中人权与基本权利、人权与基

本权等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人权内涵的界定有不同

的标准。如德国基本法第l条规定：德国人民承认

不可侵犯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一切社会、世界和平

与正义的基础。根据这一解释，人权本质上是基于

人权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作为人应当享有的自然

权，而基本权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

普遍性与不可侵犯性。因此，基本法中出现的人权

只是一种政治或道德理念而存在，实际起规范与调

整作用的是基本权体系。二战后德国的宪法解释方

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开始把宪法理解为一种价

值体系与价值秩序，推动人权宪法化的进程。人权

宪法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助于扩大人权价值的

社会化。在法国，除宪法序言中使用人权外，宪法

第34条中则使用“公的自由”，形成人权、公的自

由与基本权并存的局面。但在具体的宪法体系上，

人权概念实际上通过实定化过程转化为宪法典的内

容。那么，实定化以后的人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什么样的约束力呢?

从宪法文本中人权概念存在的基本特点看，人

权实定化以后便成为基本权或基本权利。人权与基

本权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权是一种自然权，而基

本权利是实定法上的权利；人权具有永久不变的价

值上的效力，而基本权利是法律和制度上保障的权

利，其效力与领域受到限制；人权表现为价值体

系，而基本权利具有具体权利性；人权源于自然

法，而基本权利源于人权等。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区

别决定了宪法文本中的人权需要法定化，并转化为

具有具体权利内容的基本权利形态。人权一旦转化

为宪法文本中的基本权利后，公民与国家机关都应

受基本权利的约束。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权并不是或

者不能成为判断宪法和法律的尺度。人权概念的不

确定性、价值的多样性与宪法文本的统一性是有矛

盾的。人权所体现的基本价值是宪法制定与修改过

程中的最高目标，表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要求、理

念与期待。人权的宪法化体现了人权价值的现实

化，为人权价值的实现提供多样化的形式。即使规

定在宪法文本上，人权仍处于价值变迁中不断完善

自身体系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向基本权利转化。正

如日本学者佐藤幸治教授所说，人权并不是立即或

全部变为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在人权中具有特定

内涵、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才能被规定为宪

法，或者通过概括性的基本权的规定变为宪法保障

的‘法的权利’。④人权在宪法文本中的不同表述

与涵义，有助于人们区分不同意义上的权利，使人

权的不确定性获得统一性的基础。

中国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解释可以考虑以下

要素：一是作为宪法原则意义上的人权；二是国家

价值观意义上的人权；三是转化为基本权利内容的

人权。作为宪法原则，人权具有约束一切公共权力

③[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页。

④[日]桶口洋一等编：《日本宪法注解》(1)，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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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生活领域的效力。⑤由于在中国缺乏系统地

保障人权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把人权纳入到国家价

值观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国家的

目的，形成国家整体的价值观，确立国家活动的基

本目标与追求。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国家

的立法活动不得脱离国家基本价值观。如前所述，

人权与基本权利之间存在价值上互换的空间与多样

化形式，需要适当限制人权条款的内涵，使之保持

概括性条款的性质。中国宪法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权

利主体的公民与人权主体的人之间、人权内容与列

举的基本权利之间需要保持逻辑上的协调与解释规

则的统一。当实践中出现人权侵害事件时，我们应

积极运用宪法解释技术，在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内，

以目的论解释方法寻求可能的权利救济途径。公民

的基本权利与人权之间的价值互换是通过一定形式

实现的，至于实现的具体程度取决于社会发展对人

权的需求与现实条件。

三、人权条款与宪法上没有列举基本权利保护

在分析宪法修正案第24条人权条款时，有学

者认为人权“入宪”意味着国家既要保障宪法规定

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要保护宪法上未列举的非基本

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修宪者们在考虑这一条款

时也可能意识到人权条款可能起到的多种保护功

能，试图解决因立法不作为或立法工作滞后而出现

的基本权利救济不完善的现象，并以人权价值为基

础扩大权利救济的范围。⑥人权条款能否起到保障

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功能，如起到保障功能，其形式

如何，如何确定其标准?

从一般理论上讲，人权是以人的尊严与自由为

核心的价值体系，只要是为人的尊严的维护所必要

的权利与自由都应该纳入国家保护的范围。宪法上

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中，有些权利是综合性的，有些

权利是单项性的，其判断的价值基础是人的尊严。

但如何保护宪法未列举的权利问题上，各国的理论

解释与判断标准是不尽相同的。

在现代宪法发展史上，宪法未列举权利保护的

理论首先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具体规定了

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条款。围绕修正案第9条的

性质与保护范围，美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争

论。⑦争论的焦点是：第9条修正案是否是一种独

立的条款；如果是一种独立意义的条款，能否成为

宪法解释的一般性依据；第9条修正案是否宣示联

邦政府不能干预的领域，能否从这一条款中提炼出

自然权；第9条修正案能否约束联邦和州政府等。

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蹦swold判决以前，第9
条修正案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其具体实践的功能，最

高法院没有承认其独立的权利功能。嘶swold判决
是第一次不以宪法的具体条款而依据宪法体系与精

神提炼出新权利的判决，表明宪法解释方法上的重

大变革。⑧在判决中主审法官Do峭as认为，隐私权

是宪法修正案第9条中喷出(一ate)的权利，第
9条修正案是提炼新的权利的根据，是一种不断挖

掘的权利源泉。对此，Black法官提出不同的意见，

认为第9条修正案只是为保障权利目的而限制联邦

权限的宪法联邦主义结构的条款，如果把第9条解

释为权力结构以上的宪法解释原则就会脱离本条的

⑤法国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序言中的人权原则为基础，进行合宪性判断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经验。1947年宪法实际上禁止宪法委员会

以宪法序言为基础进行合宪性的判断，而1958年宪法取消了类似的限制性规定，允许以宪法序言中的人权原则为基础，对合宪性问题进行

判断。在基本权利没有具体化的情况下，赋予人权以宪法原则效力是必要的。1970年宪法委员会在欧洲共同体协议案件中，以宪法序言为

依据，进行了合宪性判断。在1971年有关结社自由的决定中，宪法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宪法序言的规范价值，使宪法规范之间的协调性获

得了统一的基础。

⑥在宪法中规定人权条款是学者们共同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具体如何规定问题上有过不同的设计方案。一是写在宪法

序言上，二是写在宪法总纲上，三是写在第33条，作为统领权利的概括性条款。作者的主张是应写在宪法序言上，作为宪法基本原则，并

赋予其约束力。但修正案已通过，我们应该尊重其权威与效力，从现有的规范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宪法序言的

人权与作为正文中的人权，其解释方法与原则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宪法正文中的人权条款的解释难度更大一些。

⑦1982年发表的司法部c印lall论文中，把修正案第9条争论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965年以前不承认阶段；1965年到1970年是原则上

或抽象意义上关注的阶段；1970年后进入探讨其权利来源的阶段。见R№eu L．capl∞，7nle His嘶∞d№∞i119 0fⅡ1e Nitll AIImdlr㈣t，69 vir由ia
L．Rw，228—237(1983)。

⑧这个判决之前，涉及第9条修正案的判决只有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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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按照他的观点，第9条修正案不能成为“本

质的权利”(F衄damental磁小ts)的源泉。这里的核

心问题是，宪法明文规定的语句中是否包含着“未

列举的权利”(unanicula矧m小ts)，这一规定能否

成为实现未列举权利的保护依据。根据不同的宪法

解释方法，第9条修正案的性质有不同的表述。一

是联邦权力的限制说。认为第9条修正案的价值在

于，在宪法基本权力结构中，阐明限制联邦政府权

限的基本原理，从第9条修正案中不能直接推导出

没有列举的具体权利；二是权利创造机能说。认为

第9条修正案是永不枯竭的权利源泉，任何一种形

态与内容的权利都可以从这一条款中找到依据。主

张这一理论的学者又分为传统自然法理论学派和进

步平等主义学派，他们对联邦权力限制说理论的主

要批评意见是：与明文的宪法条款表述相矛盾，即

第9条修正案中明确了未列举的权利问题，没有规

定联邦主义政治结构问题；违背了宪法批准过程中

的历史事实。按照他们的解释，规定第9条修正案

的目的是避免权利法案排斥宪法上未列举的权利。

三是政治原理宣言说。认为修正案第9条是为限制

联邦政府滥用权力，根据国民主权原理而宣布的

“国民权利”条款。另外，学者们围绕修正案第9

条与自然权性质、修正案第9条与修正案第2条、

修正案第9条与10条修正案关系也给予了关注。

韩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等宪法中对未列举权

利的保护问题也做了规定，并采用不同的解释理论

与技术。如土库曼斯坦宪法16条规定：人的权利

是不可侵犯的，也是不可剥夺的。宪法和法律中所

列举的人的某些权利和自由不能被用以否定或贬低

其他权利和自由。在韩国，学者们主要通过规范协

调理论分析宪法结构，并建立保护宪法未列举权利

的机制。人的尊严与价值首先通过宪法第1l条到

36条规定的具体条款得到实现。但这些条款并不

能包括保护人的尊严的全部领域号隋形。当宪法没

有列举，但对人的尊严的维护确实需要时，宪法应

给予保护。一般意义上，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只

是人权的一部分，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

的权利，但仍不能包括全部人的自我发展所需要的

所有权利要求，人的尊严的保护实际上依赖于“没

有列举权利的条款”。

中国宪法对基本权利采取列举主义原则，在文

本中没有规定“未列举基本权利”如何保护的内

容，未列举基本权利是否存在，如何保护等问题还

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关注点。第四次修正案通过

后，随着人权条款的出现，人权条款能否起到类似

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的功能问题，开始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以人权条款为

依据提出权利救济的案例或事例。作者认为，在宪

法文本中明确规定“宪法上未列举基本权利”保护

条款的国家中，其条款不仅表现了一种政治道德和

政治原理，它同时具有独立的权利条款价值，客观

上起到限制公共权力的功能。作为一种权利源泉，

它不断提供能够满足社会主体权利需求的根据与类

型。在宪法中没有规定类似条款的国家，也在宪法

实践中需要寻求保护合理的权利需求的途径。从价

值理念上，人权条款与未列举权利的保护价值是相

同的，但其存在形式与效力等方面也存在区别。主

要有：未列举权利保护条款具有独立的规范价值，

而人权条款更侧重于表明宪法原则的意义；未列举

的权利或基本权利是特定的范畴，可从权利源泉中

提炼所需要的新权利，而人权本身是不确定的概

念，在宪法文本中往往以综合的价值形态来出现，

难以成为提炼新的基本权利基础；人权虽写在宪法

文本中，但与基本权利价值的互换仍需要长期的过

程，需要从理念与实践角度建立人权宪法化的机

制。另外，宪法还没有进人诉讼领域的情况下，人

权条款发挥功能的空间也受到限制。可见，在中国

的宪政背景下，人权条款与其他国家宪法中规定的

“未列举权利保护”条款的性质与功能是不同的，

不能简单地作出类比。但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我国

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具有封闭性或缺乏操作规范。目

前，我国的宪法现实中，人权条款对列举的基本权

利与未列举的基本权利都发挥不同形式的保障功

能。人权条款可解释为基本权利保障的概括性条

款，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更直接而广泛的价值基

础。同样，人权条款对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方面

只能起到一定的补充功能。如为扩大基本权利保护

范围，可以依照人权条款提炼现有条款中隐含的新

的权利类型、当基本权利有规定，而没有具体法律

规定时提供具体的救济途径、对基本权利条款作出

宪法解释时为解释的合理性提供价值基础与标准、

当出现宪法和法律上没有规定的新的权利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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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照人权条款作出必要的判断等。人权条款本身

不能成为发现和提炼新权利的依据，它提供的是一

种解释规则或者原则。人权标准、原则与具体权利

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们应根据现实的变化与实际需

要，逐步地推动人权宪法化的进程，使人权与基本

权利之间保持各自的价值体系与领域。

在人权是否需要一定拥有统一和一体化的约束

力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甚至在签署了相同

的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之间也是如此。⑨总之，

人权条款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宪法解释技术的积极运

用。

四、人权条款与国家保护人权义务

人权从自由权中心主义逐步转化为自由权与社

会权并重的观念后，国家保护人权义务也发生了变

化，不仅扩大了保护的范围，而且保护形式与程序

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国家保护人权义务是人权观念

与人权分类变化的必然产物。在现代的人权分类理

论下，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是比较明确的，开始改

变了仅仅“通过司法权来实现人权保障”的传统观

念，⑩开始确立新的人权分类。在国家人权保护义

务中的主体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具体

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的活动，包括国家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政党、

社会团体与企业等也要承担保障人权的义务。国家

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主体，首先要保护一

切基本权法益，并以此作为进行活动的道德和法律

基础。人权保护义务实际上指国家机关对基本权法

益的“国家保护义务”，其义务包括：作为人权而

得到的保护利益；第三者的利益；紧急状态中对社

会主体权利的保护；采取预防手段减少人权主体利

益受到不当的危害。国家必须保护人权的根据来自

于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宪法的正当性要求。

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是一种综合性的道德与法

律要求，包括多样化的内容。爱德和凡一胡佛等人

认为，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

尊重的义务；第二，保护的义务；第三，满足或确

保的义务；第四，促进的义务。对这种分类大沼教

授做了如下解释。他认为，人权尊重的义务是指国

家避免和自我控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保护的义务

是指国家防止和阻止他人对个人权利侵害的义务；

满足的义务是指国家满足个人通过努力也不能实现

的个人所需、希求和愿望的义务；促进的义务是指

国家为在整体上促进上述人权而应采取一定措施的

义务。⑩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义务

是相互联系的全面性的义务，尊重的背后实际上存

在着国家应该履行的保护、满足与促进义务，尊重

只是国家义务的前提与基本的道德基础而已。在宪

法规范中的尊重一词是历史的概念，最初主要指国

家对自由权的保护义务，表现为国家的消极义务，

是一种自由国家的基本理念。当自由国家向社会国

家转变后，对人权的尊重扩大到社会权领域，尊重

义务范围得到了扩大。为了履行尊重人权的义务，

国家既负有积极的义务，同时也要负消极的义务。

在社会权领域，国家尊重人权的义务主要表现为满

足与促进，积极而适度地干预公民的生活。在自由

权领域，国家尊重人权主要表现为国家负有消极的

义务，自我控制国家权力对自由权的侵害。因此，

国家尊重人权义务是全面性的、综合性的义务，不

有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项内容。自由权与社会权保

护义务的相对化客观上要求国家保护义务的多样性

与综合性。

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义务不仅是一种政治

道德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约束一切国家权力的规

范的要求，是一种法的义务，在整个宪法规范体系

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发挥最高法律效力。当然，国

家的这一义务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应

具备一定的条件。如人权保护的具体法律利益的存

在、作为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违法状态的存在与实

施危害的客观危险的存在等。从中国宪法实施的基

⑨朱晓青：《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l页。

o[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第217页。

@[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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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我国宪法的发展

本要求看，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主体是国家机关，特

别是立法者要积极地承担保护义务，使人权的理念

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实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执

行或适用法律时，应尊重基于人权条款而作出的保

护义务，确立具体的程序与规则。这里需要探讨的

一个问题是，司法程序只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价值的

一种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司法机关=

人权的保护神”⑤的观念目前面临新的挑战。长期

以来，在宪法学理论中人们把人权保障义务的实现

只寄托在司法的功能上，提出“司法机关=人权的

保护神”的模式，强调以司法控制来达到人权价值

不受侵犯的目的。但这一命题并不表明“经验性的

事实，而只是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规范性命题”，⑩

其理由主要在于：一是美国或德国等法院的形态在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可以说是属于例外，不能说

是一种原则性形态；二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权保

障与尊重人权并没有采取西方法院模式，如印度在

人权诉讼中没有采取西方法院模式，采用“社会活

动诉讼”，缓和了西方国家人权诉讼中所严格要求

的诉讼要件，以将来可以改善的命令等裁决形式处

理人权诉讼问题等；三是国家在保障和实现人权

中，需要选择多种方式，不能仅仅以应然性的命题

选择一种模式。如人权委员会体制是国家保障人权

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为了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联

合国一直推动国家人权机构(H㈣Ri小ts h．

stitues)的建立。1977年丹麦最初成立人权委员会

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相继成立了人权

委员会。在亚洲，菲律宾、泰国、印度、斯里兰

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成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

人权委员会。在美洲国家中，墨西哥、智利也成立

了各种人权委员会体制。这些机构的基本功能是协

调国家的人权政策、统筹规划人权发展、进行人权

教育等。⑩根据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人权保障的经验

与事实，中国应在社会、历史与经验中合理地选择

人权保障的模式，建立经验与规范相统一的人权保

障体制。

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我国宪法的发展

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33条增加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国家施

加了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宪法的

发展奠定了明确的价值基础。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我国宪法是否

还需要发展，是一个勿庸置疑的常识性问题。我国

宪法自1954年制定以来，走过了倒退、恢复和发

展的曲折道路①，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我国

宪法的发展树立了一块巨大的里程碑。里程碑是发

展道路上的一个标记，而不是发展的终点。我国经

吴新平+

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中，我国人民的人权意识、民主

意识和法治意识必然会不断地提高和增强。而人民

的人权意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增强又必然会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的发展。在我国的现行体制

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的执政党，以及在执政党领导之下的国家，都会

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宪

⑥[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第215页。

o[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第216页。

@在今年两会期间，有专家提出“全国人大、政协设立人权委员会”的建议。见《中国新闻网》2004年3月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的19r75年宪法改变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很多行之有效的原则和制度，是我国宪法历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8

年宪法虽然否定了19r75年宪法，但是，并没有完全恢复1954年宪法的精神和内容。1982年宪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基本恢复了1954

年宪法的精神和内容，而且还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有很多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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