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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国家宪法日座谈会 
主题演讲：宪法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学部委员  莫纪宏 
2024 年 12 月 4 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莫纪宏。我目前从事的专业是宪法学，对特别行政

区制度也有一些研究。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香港湾

仔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跟在座各位嘉宾聊一聊“宪法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个话题。今天是 2024 年 12 月 4 日，

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日前，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

普法办联合印发通知，以“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在全国组织开展 2024 年“宪法宣

传周”活动。我能有机会在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来到香港特

别行政区，跟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共同庆祝第十一个国家宪

法日，心情特别激动。今年国家宪法日的宣传主题把我们大

家共同拉进了“宪法”、“改革”、“中国式现代化”这样

的语境中，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与时俱进的时代话

题。我非常享受这样美好的时光，愿意把我自己在这个问题

上的一点思考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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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国家宪法日。国

家宪法日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今天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作

为一名中国人，理所当然应当知晓国家宪法日背后的故事。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了我国现行宪法。 200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决定将我国现行宪法通过实施日——即 12 月 4 日，作为每

年的全国法制宣传日。 2014 年 11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将现行宪法通

过、公布、施行日期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正式以立

法形式设立国家宪法日。2014 年 12 月 4 日，我们迎来了第

一个国家宪法日，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庆祝第十

一个国家宪法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

任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

段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

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

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

的地方行政区域，必须把宪法作为自身的根本行为准则，必

须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尊重宪法权威、实施宪法规定和维护宪

法尊严。 

 

  今年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4 年宪法颁布 70 周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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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值得历史记住的年份。70 年来，新中国宪法虽然历经

沧桑，经历过很多挫折，但是，始终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

生活中发挥着根本法的作用，构建起完整的法治秩序，维护

了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保障了经济繁荣和公民权益。事实

证明，我国的宪法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

的好宪法，是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的好宪法，是

让 14 亿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赢得尊严、尊重和荣誉的好宪

法。 

   

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过去的

70 年，新中国宪法经历了三次全面修改，产生了 1975 年宪

法、1978 年宪法和 1982 年宪法。1982 年现行宪法又积极地

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先后在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和 2018 年进行了五次修正，

形成了 52 条宪法修正案，与现行宪法序言以及 143 条正文

文本规定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法的法律框架和

基本内涵。总结 1982 年现行宪法五次修改的经验，归结到一

点就是，宪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本身又积极主动地适应改

革开放的需要，通过宪法修正案，及时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的

要求，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走向深入，形成了宪法与改革之间的良

性互动。总结 1982 年现行宪法五次修正的特点，每一次修改

都可以用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一句话来概括：1988 年宪法修

改把土地可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合法转让写进宪法，吹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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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号角；1993 年宪法修改肯定了邓小平南

方讲话精神，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充分发挥

了宪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保驾护航作用；

1999 年宪法修改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

国方略写进了宪法，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

航程；2004 年宪法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

法，明确了基本人权在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中的神圣地位以及

国家和政府在保障基本人权中的重要职责，为中国政府全

面、充分和有效地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下的缔约国义务提供了

坚实的国内法依据；2018 年宪法修改全面肯定了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的成果，在第三章“国家机构”增设了“监察委员

会”一节，将国家监察机关纳入了国家机构序列，形成了人

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国家机关之间的新型权力关系模

式。 

 

宪法与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

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呈现出更加丰富

的色彩。过去的 70 年，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因为受到

时代的局限，写入了受到文革极左思想影响的内容，具有历

史局限性，也注定在新的历史改革浪潮中被 1982 年现行宪

法所取代。1982 年宪法是真正体现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宪

法。2012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

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现行宪法在保障

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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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系统的阐述。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

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

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

的最高体现。 

 

  30 年来，我国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

量，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有力

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

刻的影响。 

 

  30 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

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

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

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

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的根本法制保证。 

 

  1982 年宪法在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体现改革

开放精神方面最大的制度贡献就是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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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别行政区”制度。1982 年宪法文本有两处涉及到“特

别行政区”的规定。一是第 31 条，另一个是第 62 条第（13）

项，经过 2018 年第五次宪法修正后第 62 条（13）项相应变

成第 62 条第（14）项。1982 年宪法第 31 条明确规定：国家

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

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2 年宪法第

62 条第（13）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决定特别行

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职权。1982 年现行宪法第 31 条和

第 62 条第（13）项明确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制度，这充分

体现了 1982 年宪法所蕴涵的宪法改革勇气和宪法实践创新

精神。作为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特别行政区”是

为了在制度上充分实现邓小平先生倡导的“一国两制”原

则。事实证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两个特别

行政区能够在 1997 年和 1999 年依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顺

利建立，这主要归功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

大政治构想以及 1982 年现行宪法通过宪法文本方式及时地

把“特别行政区”规定在宪法中，这种伟大的政治气魄和法

治精神，只有在中国 1982 年宪法中才能得到生动活泼和现

实有效的具体体现。1982 年宪法是人类制宪史上一部伟大的

宪法文件，它的伟大之处就是用改革精神来推动宪法制度的

完善，用宪法文本规定来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

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 1954 年宪法诞生 70 周年和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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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2 周年，我们一定要弘扬现行宪法所

蕴涵的改革精神，正确处理宪法与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以

作为根本法的宪法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非常清晰

地指明了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其中，《决定》明

确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宪法作为国

家根本法，是法治原则的集中体现，因此，根据《决定》的

要求，宪法必须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最基础的法治保

障。通过宪法本身的不断完善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中的国家根本任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以来，过去的四十

六年中，改革成为与革命和建设同等重要的社会主义事业不

断发展的时代主题。2018 年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正时，将“改

革”与“革命”和“建设”三者并列在一起写进了宪法序

言。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 每一次重

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

大动力，党和人民事业就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

进的，就是在改革从试点向推广拓展、从局部向全局推进中

不断发展的。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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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当下我们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4 年宪法诞

生颁布 70 周年和 1982 年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2 周年，关键

是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宪法所具有的内在改革精神和与时俱

进的品格，通过具有创新性的宪法实践活动来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为改革开放注入新的制度活力。习近平主席在《谱

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0

周年》一文中明确指出：1982 年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后，

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 5 次对这部宪法的个别条款

和部分内容作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这些修改，

对于完善发展我国宪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高党的

依法治国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从关

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

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谋

划、来推进，推动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历史性

成就。我们先后就全面依法治国、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等作出

重大决策，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健全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性安排，党对全面依

法治国和宪法实施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积极推进党的领导

制度化、法治化，在宪法修正案中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明确中国共

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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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更加健全。着力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健全宪法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更加

有效。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加强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度

和能力建设，宪法监督水平稳步提高。设立国家宪法日，建

立宪法宣誓制度，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全社会宪法意识

和法治观念显著增强。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

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一国两制”实践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表明，新时代十年我国宪法制

度建设和宪法实施监督取得重大成效，全党全社会宪法意识

明显提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果丰硕。 

 

  展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我们信心满怀。这样的自信

来自于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生动和有效的成功实践，但

归根到底有一条，就是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宪法意识，自觉

地维护宪法在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中的根本

法的权威地位，用宪法所具有改革精神来推动特别行政区制

度的实践创新，继续确保在中央有效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前提

下，充分调动和发挥香港各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和支

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用好宪法和基本法赋

予的高度自治权，将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放在特别行政区制

度建设的中心位置，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有效地

应对各种挑战，在宪法的旗帜下，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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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美好。2022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同胞实现当家

作主，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真正的民主由此

开启。25 年来，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稳健运行，中央全面管治权得到落实，特别行政区高度自

治权正确行使。制定香港国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制度规范，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了

“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

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宪制地位，有利于维护香

港居民民主权利，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展现出光明的

前景。习近平主席上述重要讲话再一次强调了宪法作为根本

法对于香港未来经济繁荣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沐浴在宪法阳光下的香港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坚持一个共同信念，就一定能在“一国

两制”原则的指引下，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所设计的特别行政

区制度框架，通过不断深入体制机制制度改革，让香港迸发

出更强劲的活力，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时代洪流中，永葆香港作为区域性世界经济贸易领头羊、

排头兵的本色，对此，我有信心，我也确信，我们今天在座

与会的所有嘉宾都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指

引下，发挥改革开放的革命精神和务实奋进的作风，一定能

够把香港建设得更好。 



11 
 

  感谢在坐各位谢谢大家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