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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

内容概要

《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第2版)》是一本有关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的书。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运用制宪权自主地制定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50年以前我们的制宪者们基
于什么样的理念、思想与理论制定了宪法，宪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1954年宪
法的基本精神是什么，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历史与价值联系是什么，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的历史
地位等一系列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上述理论思考，我于1999年开始收集有关1954年
宪法的资料，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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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大元，1960年10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从事比较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代表作：《亚洲立宪主义研究》（独著）、
《东亚法治的理念与历史》（独著）、《宪法学基础理论》（独著）等。在国内外学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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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旧中国宪法史的简要回顾　二、旧中国宪法史的遗产与传统　三、宪法史研究的基
本范畴与方法第二章 制宪权与1954年宪法的正当性　一、制宪权的概念与起源　二、制宪权的理论基
础　三、制宪权的正当性与性质　四、制宪权的功能与界限　五、制宪机关与制宪程序　六、制
定1954年宪法的正当基础第三章 1954年宪法的制定背景　一、制宪的社会环境　二、斯大林的制宪建
议与中共中央的制宪决定　三、1954年宪法的制定目的　四、制宪的国际环境第四章 1954年宪法的起
草　一、中共中央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制宪建议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立
　三、中共中央成立宪法起草小组　四、宪法起草工作被推迟　五、宪法起草工作计划的提出　六、
宪法草案初稿的起草　七、中共中央宪法草案（初稿）的出台第五章 1954年宪法草案的审议（上）　
一、全国政协宪法草案座谈会的讨论　二、地方单位与军事单位对宪法草案的讨论　三、宪法起草座
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的讨论（纪要）　四、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的修改意见第六
章 1954年宪法草案的审议（下）　一、宪法起草委员会审议宪法草案　二、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关于
宪法起草经过的报告　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　四、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第七章 1954
年宪法的诞生　一、全国普选工作　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　三、宪法起草委员会继续修订宪
法草案　四、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　五、1954年宪法的表决与通过　六、宪法的公布与宪
政的期待第八章 1954年宪法文本的结构与体系　一、宪法的基本结构　二、宪法序言　三、宪法总纲
　四、国家机构　五、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六、国号与国家标志第九章 1954年宪法的实施与保障
机制　一、宪法保障的一般理论　二、1954年宪法的保障体制　三、1954年宪法的实施过程　四
、1954年宪法的局限性第十章 1954年宪法对新中国宪政的影响　一、1954年宪法的历史地位　二
、1954年宪法与1975年宪法　三、1954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　四、1954年宪法与1982年宪法　五、1954
年宪法对新中国宪政的影响　六、1954年宪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主要参考书目索引附录Ⅰ　1954年宪
法大事记附录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附录Ⅲ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
法草案附录Ⅳ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附录Ⅴ　1954年宪法英文翻译文本与若干宪法翻译文本的
比较附录Ⅵ　关于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的采访与回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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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30年代后，中国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理论和实践，其意义和影响十分深远
。1931年11月在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成立，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革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
件。虽然只是一个在战争时期产生的纲要，但它总结了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对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
设、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党派和个人一
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组织千百万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打败日本侵
略者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于1941年11月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
施政纲领》。它是团结抗战的纲领，是“三三制”原则下的民主建设纲领，同时也是一个人权保障的
纲领。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也开始由参议会向人民代表会议转化
。为了反映这些变化，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于1946年4月又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该文
件对人民权利、政权组织、法律制度、经济、文化方面均有原则性的规定。后来由于忙于战争，使得
将其细化为宪法草案的工作陷于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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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第2版)》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文丛之一，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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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

精彩短评

1、第一，党国无宪；第二，宪法工具主义问题，此两大关键。
2、历史的基点中寻找中国宪政的真知
3、比教材还枯燥，纯粹的学术性著作。
4、整本书读下来五味杂陈，裹挟在哪个年代的人和事，从后世看来很难说更像一个悲剧还是闹剧。
在宪法草案讨论会上被围攻之后噤声的龙云、张治中，肉麻吹捧领袖的傅作义、黄炎培，常常以自己
的意见结束讨论的邓小平、刘少奇，对宪法条纹嘴上心也最认真的读书人田家英（这种认真应该也是
造成他悲剧人生的原因之一），当然更少不了无视政协决议带着自己的几个秘书闭门造宪法的老毛（
书中用了无数的“亲自”一词来形容，亲自写条子、亲自参加、亲自领导、亲自修改等等等等），更
奇葩的是无处不在每当有分歧就被祭出的终极武器“苏联就是这么说的”。。。还是多年以后，吴家
麟老师面对来访的大学生，对这部宪法及其制定者的那句“呵呵--”更深得我心吧！
5、本书以现有公开的有关五四宪法制定时的文献，基本再现了五四宪法制定的整个过程。制宪者对
五四宪法条款的字斟句酌及全国人民提出的约一百万条意见与建议反应了当时对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重
视程度，五四宪法的具体内容也反应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有80%的内
容继承了五四宪法的规定，可见五四宪法在我国宪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本书的内容看，当时
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小组（委员会）非常重视本国历史上的存在过的宪法、宪法性文件和当时国
外的宪法（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人民性、民主性
、社会性为原则，制定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即过渡时期的宪法。总之，本书对
了解五四宪法制定的历史，及对现行八二宪法内容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6、中外宪法理论的高走高打，以及54宪法制宪的琐碎细节成为两层皮，对于54宪法的内在矛盾剖析浅
尝辄止。书末几篇附录，尤其当年参与宪法工作的老教授对50年代宪法实践的漠然倒是有点价值。另
，毛一开始不想在54宪法中写集会、游行、迁徙自由的。
7、品相只有六成，封面有些灰尘，而且处的封面和内页有明显折痕，另外书的下放似乎有摩擦的痕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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