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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國家憲法日座談會 
主題演講：憲法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 

學部委員  莫紀宏 
2024 年 12 月 4 日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

學部委員莫紀宏。我目前從事的專業是憲法學，對特別行政

區制度也有一些研究。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在香港灣

仔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跟在座各位嘉賓聊一聊“憲法與進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這個話題。今天是 2024 年 12 月 4 日，

是第十一個國家憲法日。日前，中央宣傳部、司法部、全國

普法辦聯合印發通知，以“大力弘揚憲法精神，推動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在全國組織開展 2024 年“憲法宣

傳周”活動。我能有機會在第十一個國家憲法日來到香港特

別行政區，跟今天在座的各位嘉賓共同慶祝第十一個國家憲

法日，心情特別激動。今年國家憲法日的宣傳主題把我們大

家共同拉進了“憲法”、“改革”、“中國式現代化”這樣

的語境中，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與時俱進的時代話題。

我非常享受這樣美好的時光，願意把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

一點思考分享給大家，希望大家喜歡。 

 



2 
 

  眾所周知，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是國家憲法日。國

家憲法日是怎麼來的?為什麼今天是第十一個國家憲法日?作

為一名中國人，理所當然應當知曉國家憲法日背後的故事。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

過了我國現行憲法。 200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

決定將我國現行憲法通過實施日——即 12 月 4 日，作為每

年的全國法制宣傳日。2014 年 11 月 1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將現行憲法通

過、公佈、施行日期 12 月 4 日設立為國家憲法日，正式以立

法形式設立國家憲法日。2014 年 12 月 4 日，我們迎來了第

一個國家憲法日，今天，我們大家聚在一起，共同慶祝第十

一個國家憲法日。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它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

任務，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我國現行憲法序言最後一個自然

段明確規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

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

的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

的地方行政區域，必須把憲法作為自身的根本行為準則，必

須要通過實際行動來尊重憲法權威、實施憲法規定和維護憲

法尊嚴。 

 

  今年是新中國第一部憲法 1954 年憲法頒布 70 周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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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值得歷史記住的年份。70 年來，新中國憲法雖然歷經

滄桑，經歷過很多挫折，但是，始終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

生活中發揮著根本法的作用，構建起完整的法治秩序，維護

了國家團結和社會穩定，保障了經濟繁榮和公民權益。事實

證明，我國的憲法是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

的好憲法，是保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順利實現的好憲法，是

讓 14 億中國人民在國際社會贏得尊嚴、尊重和榮譽的好憲

法。 

 

  作為國家的根本法，憲法具有與時俱進的特徵。過去的

70 年，新中國憲法經歷了三次全面修改，產生了 1975 年憲

法、1978 年憲法和 1982 年憲法。1982 年現行憲法又積極地

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先後在 1988 年、

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和 2018 年進行了五次修正，形成

了 52 條憲法修正案，與現行憲法序言以及 143 條正文文本

規定共同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法的法律框架和基本

內涵。總結 1982 年現行憲法五次修改的經驗，歸結到一點就

是，憲法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本身又積極主動地適應改革開

放的需要，通過憲法修正案，及時地反映了改革開放的要求，

肯定了改革開放的成果，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事業不斷走向深入，形成了憲法與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

總結 1982 年現行憲法五次修正的特點，每一次修改都可以

用體現改革開放精神的一句話來概括：1988 年憲法修改把土

地可以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合法轉讓寫進憲法，吹響了土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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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改革的號角；1993 年憲法修改肯定了鄧小平南方講話

精神，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充分發揮了憲法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保駕護航作用；1999 年憲

法修改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治國方略寫

進了憲法，開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新航程；

2004 年憲法修改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明

確了基本人權在作為根本法的憲法中的神聖地位以及國家

和政府在保障基本人權中的重要職責，為中國政府全面、充

分和有效地履行國際人權公約下的締約國義務提供了堅實

的國內法依據；2018 年憲法修改全面肯定了國家監察體制改

革的成果，在第三章“國家機構”增設了“監察委員會”一

節，將國家監察機關納入了國家機構序列，形成了人大監督

“一府一委兩院”國家機關之間的新型權力關係模式。 

 

  憲法與改革之間的辯證關係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

法制度的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呈現出更加豐富

的色彩。過去的 70 年，1975 年憲法和 1978 年憲法因為受到

時代的局限，寫入了受到文革極左思想影響的內容，具有歷

史局限性，也注定在新的歷史改革浪潮中被 1982 年現行憲

法所取代。1982 年憲法是真正體現改革開放時代精神的憲法。

2012 年 12 月 4 日，習近平主席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

公佈施行 3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對現行憲法在保障改革

開放、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全面和

系統的闡述。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國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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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成果，反映了我國各族

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為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的中

心工作、基本原則、重大方針、重要政策在國家法制上的最

高體現。 

 

  30 年來，我國憲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強大的法制力

量，有力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有力

促進了人權事業發展，有力維護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

會穩定，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產生了極為深

刻的影響。 

 

  30 年來的發展歷程充分證明，我國憲法是符合國情、符

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法，是充分體現人民共同

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充分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好

憲法，是推動國家發展進步、保證人民創造幸福生活、保障

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好憲法，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經受住

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的根本法制保證。 

 

  1982 年憲法在規定國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體現改革

開放精神方面最大的制度貢獻就是在憲法文本中明確規定

了“特別行政區”制度。1982 年憲法文本有兩處涉及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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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的規定。一是第 31 條，另一個是第 62 條第（13）

項，經過 2018 年第五次憲法修正後第 62 條（13）項相應變

成第 62 條第（14）項。1982 年憲法第 31 條明確規定：國家

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

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1982 年憲法第

62 條第（13）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決定特別行

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職權。1982 年現行憲法第 31 條和

第 62 條第（13）項明確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制度，這充分

體現了 1982 年憲法所蘊涵的憲法改革勇氣和憲法實踐創新

精神。作為憲法所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特別行政區”是

為了在制度上充分實現鄧小平先生倡導的“一國兩制”原

則。事實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兩個特別

行政區能夠在 1997 年和 1999 年依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順

利建立，這主要歸功於鄧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偉

大政治構想以及 1982 年現行憲法通過憲法文本方式及時地

把“特別行政區”規定在憲法中，這種偉大的政治氣魄和法

治精神，只有在中國 1982 年憲法中才能得到生動活潑和現

實有效的具體體現。1982 年憲法是人類制憲史上一部偉大的

憲法文件，它的偉大之處就是用改革精神來推動憲法制度的

完善，用憲法文本規定來為國家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

最基本的法律依據。 

 

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 1954 年憲法誕生 70 周年和 1982

年現行憲法公佈施行 42 周年，我們一定要弘揚現行憲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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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涵的改革精神，正確處理憲法與改革之間的辯證關係，以

作為根本法的憲法來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保駕護航。 

 

  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非常清晰

地指明了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標，其中，《決定》明

確提出，“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憲法作為國

家根本法，是法治原則的集中體現，因此，根據《決定》的

要求，憲法必須要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最基礎的法治保

障。通過憲法本身的不斷完善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當前

和今後一段時間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中的國家根本任務。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

提出新時期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以來，過去的四十

六年中，改革成為與革命和建設同等重要的社會主義事業不

斷發展的時代主題。2018年現行憲法第五次修正時，將“改

革”與“革命”和“建設”三者並列在一起寫進了憲法序

言。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

講話中也明確指出：“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 每一次重

大改革都給黨和國家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給事業前進增添強

大動力，黨和人民事業就是在不斷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

進的，就是在改革從試點向推廣拓展、從局部向全局推進中

不斷發展的。沒有改革開放，我們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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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當下我們紀念新中國第一部憲法 1954 年憲法頒

布 70 周年和 1982 年現行憲法公佈施行 42 周年，關鍵是要

繼承和發揚我國憲法所具有的內在改革精神和與時俱進的

品格，通過具有創新性的憲法實踐活動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為改革開放注入新的制度活力。習近平主席在《譜寫新

時代中國憲法實踐新篇章—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 40 週年》

一文中明確指出：1982 年我國現行憲法公佈施行後，在黨中

央領導下，全國人大先後 5 次對這部憲法的個別條款和部分

內容作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這些修改，對於完

善發展我國憲法、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高黨的依法治

國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全面依法治國，從關

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來定位法治、佈局法治、厲

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來謀

劃、來推進，推動我國憲法制度建設和憲法實施取得歷史性

成就。我們先後就全面依法治國、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等作出

重大決策，設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健全黨領導立法、

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的制度性安排，黨對全面依

法治國和憲法實施的領導得到全面加強。積極推進黨的領導

制度化、法治化，在憲法修正案中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明確中國共

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黨的領導的憲

法保障更加健全。著力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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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法律體系，健全憲法相關法律制度和機制，憲法實施更加

有效。完善憲法監督制度，加強合憲性審查、備案審查制度

和能力建設，憲法監督水平穩步提高。設立國家憲法日，建

立憲法宣誓制度，廣泛開展憲法宣傳教育，全社會憲法意識

和法治觀念顯著增強。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有效實施對特別行

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制定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一國兩制”實踐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事實表明，新時代十年我國憲法制

度建設和憲法實施監督取得重大成效，全黨全社會憲法意識

明顯提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果豐碩。 

 

  展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未來，我們信心滿懷。這樣的自信

來自於基本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生動和有效的成功實踐，但

歸根到底有一條，就是我們必須牢固地樹立憲法意識，自覺

地維護憲法在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進步中的根本

法的權威地位，用憲法所具有改革精神來推動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實踐創新，繼續確保在中央有效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前提

下，充分調動和發揮香港各界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鼓勵和支

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用好憲法和基本法賦

予的高度自治權，將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放在特別行政區制

度建設的中心位置，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有效地

應對各種挑戰，在憲法的旗幟下，把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設得

更加美好。2022 年 7 月 1 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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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同胞實現當家

作主，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真正的民主由此

開啓。25 年來，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

序穩健運行，中央全面管治權得到落實，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權正確行使。制定香港國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了

“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制度

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憲制地位，有利於維護香

港居民民主權利，有利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展現出光明的

前景。習近平主席上述重要講話再一次強調了憲法作為根本

法對於香港未來經濟繁榮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作用。 

 

  沐浴在憲法陽光下的香港將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我們共同努力，堅持一個共同信念，就一定能在“一國

兩制”原則的指引下，按照憲法和基本法所設計的特別行政

區制度框架，通過不斷深入體制機制制度改革，讓香港迸發

出更強勁的活力，更好地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的時代洪流中，永葆香港作為區域性世界經濟貿易領頭羊、

排頭兵的本色，對此，我有信心，我也確信，我們今天在座

與會的所有嘉賓都有這樣的自信，我們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指

引下，發揮改革開放的革命精神和務實奮進的作風，一定能

夠把香港建設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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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在坐各位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