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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宪法权威是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国家和社会日常运行中"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
为准则"简而言之就是要体现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但在我国"树立宪法权威主要应当完善宪法自身的不足"健
全宪法保障与诉讼制度和提高全民的宪法权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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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威进入宪法学界的研究视野本身就是一
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这种现象至少表明宪法学已经
开始逐步将宪法权威纳入其基本研究范畴$之所以
出现这种现象恰恰意味着宪法权威问题不是一个可
有可无的问题#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
要$建国至今#我国已经颁布了四部宪法#但是宪法
自身的不稳定*宪法保障监督制度的不完善*人们对
宪法的陌生等问题都大大影响了宪法应有的地位$

有鉴于此#宪法权威问题应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是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

一
!

宪法权威的基本理论
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宪法所处的最高地

位#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具体体现在宪法序
言中,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
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
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就是说#宪法
作为根本法#它的最高法律效力不仅体现在整个国
家的法律体系中#其地位是最高的#而且在全国人民
的生活中也具有最高的效力$蔡定剑先生指出,&所
谓根本法就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的法律$它规定
的内容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所
谓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指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法

律效力最高#它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他法律都
不能与它相抵触#否则#将归于无效#不得实施或被
撤销$'

(

*

)诚如宪法第五条所规定的,&国家维护社会
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
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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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
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
和法律的特权$'以上规定把宪法权威加以具体化#

当然也是我国宪政史上的重要一笔$

那么何谓宪法权威!

#学者们对它进行了广泛
和深入的研究#其涵义是多面*多层次的#从不同角
度来分析#会发现它多面的特性#学者们对宪法权威
的涵义有不同的认识#却仍有相似之处#即将宪法的
实际规定和宪法在人们心中应具有的权威状态分开
来论述#并不同程度地认为两者是存在差别的(

#

)

$

关于宪法权威的涵义#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有以
下几种$

&宪法的权威就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
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

!

)

#或者说#&宪法权威是
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
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

D*



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
等方面'

(

H

)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概括仅仅提出了宪
法在其运行方面具有最高的效力*最高的地位#而忽
略了宪法作为一部法律在其制定和修改方面也应有
最严格的程序$还有学者认为#宪法权威是宪法学
的一个基本范畴#宪法应该是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属
于一种价值判断$但在事实上#就宪法权威而言#更
为重要的应该是宪法实际被遵守的情况#宪法在不
同的宪法关系主体那里的地位以及在民众心里的地
位#这属于宪法的实际权威#是一种事实判断$也有
学者认为宪法权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权威#

宪法的制度权威是指通过法定和程序固定化和规范
化所表达出来的宪法的支配性和至上性+二是社会
权威#宪法的社会权威是指宪法制度在实施及实施
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支配力和征服力$这种观点虽然
兼具了宪法的制定程序严格和运行中的最高地位#

却忽略了宪法不应仅是法条意义上的最高性#而是
扎根于人们心中#作为一种信仰!即宪法信仰"

"受
到尊重和认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宪法权威是指宪法在静态
和动态两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立法角度来看#宪法权威即指宪法具有最高
的法律效力$&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这就是说
宪法与普通法律有主臣之别#普通法律与宪法条文
相抵触时#则普通法律失其效力'

(

D

)

$其主要体现
在#对于管理国家和社会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宪法的
地位是最高的#它是一切组织和公民所必须遵守的
最高行为准则$宪法的内容是涉及国家最根本的问
题#调整的是国家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宪法制定*修
改程序都比一般的法律更严格*更复杂$

从地位角度来看#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法
律的法律'$宪法是所有法律之母#是判断法律正当
性的标准#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宪法规定了国
家和社会运行时各方面最根本性的问题#而一般法
律只规定国家生活的某一方面的问题#并且一切法
律和行为首先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内容$宪法是
理性和正义的象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宪法的至
上性不能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之所以有
高于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权威#是因
为宪法的产生是理性和正义的象征'

(

?

)

$作为理性
和正义的象征#不仅需要价值上的认同#更要求在运

行中对它的绝对服从与遵守$

从宪法的价值角度来看#其核心精神在于保障
人权和对权力的制约$&从宪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来分析#宪法的价值尽管与人民主权*民主*法治和
人权等相关#但集中体现在宪法中的价值需求主要
是,正义*自由和秩序'

(

"

)

$笔者认为#宪法最基础的
价值就是自由$自由价值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保
护人的自由和对权力的制约$人的自由也就是人的
基本权利#宪法对人权的保护是宪法的核心精神$

&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
的一条经验'

(

@

)

$因此#要保障人权就必须制约权
力$这是宪法价值得以体现*从而提升宪法权威性
的关键所在$

从运行角度来看#在社会运行中#宪法是最根本
的行为准则#具体来说就是指在执法过程中行政机
关和司法机关均以宪法为根本准则#一切违反宪法
的行为都是无效的$在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中#美国大法官马歇尔确立了&违宪法不是法'的司
法审查制度#这为美国宪法权威的实际运作奠定基
础#也给各国宪法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其中宪法
司法化是宪法权威在运行上得以实现的关键一步$

龚祥瑞先生认为,&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
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莫衷不一+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的政治权威
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
于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不相同甚至各
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

(

E

)确
实如此#宪法权威并不是形式上的逻辑游戏#而应该
真真切切地体现出来#其内容也应体现在整个社会
的运行中$

二
!

我国宪法权威的树立现状
我国宪法权威的树立状况并不十分理想$首

先#宪法在我国大多时候还局限于理论研究讨论#对
普通百姓来说则是比较陌生#没有给予宪法应有的
关注$从新中国建立至今#我国已经颁布了四部宪
法#而其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
体现$其次#宪法中规定的应受保护的权益被侵害
时#也就是说宪法被违反时#司法机关不能对之过
问$宪法是根本大法#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最
高行为准则#何以我国宪法的现状与宪法应具有的
最高权威地位形成了不协调之处#原因如下$

一是宪法自身的不完善#影响了宪法作用的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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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宪法的稳定性是宪法权威的基础#一个最高地
位的法律朝令夕改#势必会影响它在人们心中的地
位$从我国修宪的频率来说#应该是很高的$而且
我国现行宪法中有些条文不够严谨*具体和明确#随
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其不足之处都会显现出来$

宪法的这些不完善之处#势必影响宪法实施过程中
其权威性的确立$

二是宪法司法适用机制的欠缺#妨碍了公民维
权意识的增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
权利就不是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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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公民的宪法权益被侵害
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司法途径去救济#就如同没有这
些权利$在我国先后颁布的四部宪法中#都没有宪
法司法化的规定#虽然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行使监督权#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毕竟不是司
法机关#其审查行为也不能归入宪法司法化范畴#而
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自己制定的法律#在一
定程度也缺乏科学性$宪法条文中也包括大量政策
性的内容#缺乏宪法实施的程序规定$以上原因导
致宪法难以进入司法领域#在发生违宪行为后#也无
处可诉#从而也影响了宪法的至上地位$

三是宪法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宪政的实
现$有学者指出,&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和合宪评价机
制是实现宪政目标的必要法律调控措施$'

(

**

)宪法
监督是宪政实现的基础#也是宪法发挥其作用的重
要保障$应该说我国的宪法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缺乏监督的力度$首先#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权#但是对于相关的违宪审查
具体内容仍然缺乏规定$事后宪法审查机制也缺乏
具体的程序上的规定#例如当法律*法规与宪法相冲
突抵触的时候#应由谁提起#向谁提起#应使用怎样
的审理程序#在宪法里都缺乏这样的规定$

四是公民宪法意识薄弱#阻碍了法治的进程$

英国学者
\

-

S

-惠尔在.现代宪法/一书中指出,

&人民关于宪法的思想以及对宪法的态度也能影响
宪法#如果人民以崇拜的态度看待宪法#如果宪法中
体现的权力被认为是确定和有益的#那么便存在着
一种保护宪法#反对企图轻率地改变宪法的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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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看出#在宪法的实施中#形成全民
的宪法意识至关重要$没有牢固的宪法意识#宪法
的实施就会遇到障碍#何以谈宪法的权威$在我国#

虽然经过&普法'和长期的法制宣传#已有很多人都
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但是也就仅此而已#要树

立宪法权威*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就必须解决我国
公民宪法意识薄弱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充分认识
到#公民宪法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
程#是多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有着长期的历史
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原因$第一#历史陈旧思想的影
响$中国传统的&法即刑'*&家即国'法律思想使民
众产生了对法的排斥#宪法也不能幸免+中国传统的
&君权至上'政治文化使人们崇尚权力#迷信权力#法
律成为君权的奴婢等思想在无形中也影响了人们对
法律的认识+再者#稍显薄弱的经济影响了宪法意识
的孕育$宪法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民主政治的产
生也依赖于社会经济实力#我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
的经济影响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
法律意识淡薄#从而也影响了宪法权威意识的树立$

五是宪法宣传不力#制约了宪法功能的发挥$

如果仅仅有宪法#不能被人们所知晓*不能付诸实
施#那只会是一纸空文#就不可能起到它应起的作
用$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宪法的功能#不能让人们
体会到宪法的作用#人们也是不可能给予宪法应有
的尊重的$那么#要使宪法更好地实施#其前提就是
要使宪法被足够地认识#就必须对宪法进行大力宣
传$我们在宣传法律*法规时#大多是拉出横幅*散
发宣传资料*举办各类法制讲座*发放普法学习资料
等$应该说方式还是多种多样#但这些方式却不能
达到预期的目的$怎样宣传才能提高宪法在人们心
中的地位#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另外#我们
还应关注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人们一直认为,法律和
政策是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把两者混为一
谈$在实践中#往往给我们的感觉是政策明显优于
法律$与此相关#在政策手段方面#片面夸大行政手
段的作用#忽略了宪法*法律的作用#从而对树立宪
法权威没有足够的紧迫感#也影响了宪法的至上地
位$

三
!

有效树立宪法权威
第一#强化宪法的规范性#体现宪法的科学性$

对于宪法是否应该具有规范性#在我国宪法理
论界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论述$笔者认为宪法既然是
法律#就应该具有其规范性#而且它的规范性应具有
一般法律规范所固有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宪法
应相应减少政策性规定#减少非规范性的政策性用
语$因为就如一般法律一样#宪法只能调整人们的
行为#而不能规范人们的思想#在我国宪法中有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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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的规定#导致宪法的频繁修改#这有损
于宪法的权威地位$事实上#我国宪法在内容方面
存在一些问题#即有些宪法条文不够严谨*具体和明
确$对于违宪行为也没有相关的处理办法#在以后
的修宪中#应该逐步完善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真实
地反映现实社会关系#体现出宪法本身所具有的严
密性和完整性的科学体系$

第二#保持宪法的稳定性#提升宪法在民众心中
的地位$

宪法的权威性和宪法的稳定性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法律朝令夕改#那么肯定会破坏其权威性$作
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如果无序地*不科学地滥
改#势必会影响宪法在民众心中的地位$那么#是不
是制定好的宪法就不能修改呢1 答案是否定的$原
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定宪法的主体是人#人的认知
能力是有限的#即宪法的制定主体不可能准确地预
测整个社会*法律发展的结果+二是受到整个社会发
展的影响#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促使宪法也要
随之进行变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更好地发挥宪
法的基本功能$所以#宪法在制定以后#不是不能进
行修改#而是要科学地*适时地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
修改#以提升宪法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第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增强宪法的适用功
能#提升人们的宪法信仰$

法律的特征之一是具有可诉性#宪法作为各法
律之母#从法理上讲就更应该司法化$宪法的司法
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普遍的尊重#并经
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

*!

)

$宪法在社会中的体现
就是,一切违宪的行为应视为无效或者被禁止+一切
违宪的主体应受到制裁$只有这样#民众才会崇拜
宪法*信仰宪法#宪法才有权威$只有宪法司法化#

才能使宪法不沦为纸和字的堆积物#使宪法活生生
地运用在社会发展中和人们的生活中#人们才会对
这个保障自己人权和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产生信
仰$&法不只是评价性的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

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
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
肉身'

(

*H

)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的这句话很好地
诠释了这个道理$鉴于此#笔者建议设立专门的宪
法法院并制定相应的.宪法诉讼法/#以保障宪法进
入司法程序$

第四#完善宪法保障和监督制度#推动宪政建
设$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保障制度是促进宪法权
威性的重要条件$为此#首先应在宪法条文中明确
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明确规定更为严格而
规范的宪法修改程序来保证宪法的稳定性$其次#

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健全宪法保障制
度的政治条件和基础$最后#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的经济条
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
行监督#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例如具
体的执行主体不明确*监督的具体内容不明确*监督
程序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笔者建议#相关的部门
应针对宪法监督中的不足之处#推出相应的解决政
策#不断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最后#加强宪法宣传#培养良好的宪法文化$

公民的宪法观念对于宪法权威的树立是至关重
要的$正如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
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
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

*D

)所以首先必须在观念
上重新认识宪法的内涵#从广义*狭义两方面来全面
把握$其次#把宪法宣传纳入普法活动的基本内容#

重视和强调对宪法文本和宪法基本理论知识的学
习$再次#建议将

*#

月
H

日确定为全国宪法节#而
不仅仅是法制宣传日$最后#建议有物化型态的宣
传#比如建立像法国自由广场*卢森堡宪法广场等一
样的宪法标志性建筑#可以让人们看得到的物化型
态的宪法标志物#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宪法意
识$

注释!

!

关于宪法权威的涵义#多位学者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本文只例举了少许$现将笔者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列举如下$&在国家
和社会管理范畴中#主要表现为从习惯权威到宪法权威的历史过程#因而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
和作用而言的$'参见王峰.我国宪法权威的缺失及其构建研究/#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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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具体来说亦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
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载于周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建设/#参见何华辉*李龙主编.市场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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