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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宪法的制定和实施

【章节提要】

本章在法硕考试中考查的内容相对较少，考生需要在熟悉课本的基础上对这些基础知识有一定的印象，以便在

选择题中灵活把握。此外，合宪性审查制度以及我国的宪法修改制度为本章重点内容，考生应对合宪性审查的几种

方式以及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模式、评价以及宪法修改的机关、程序有较为清晰的界定。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内容是

分析题的重点。

一、单项选择题

1.最早提出宪法制定权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学者是（ ）

A.西耶斯 B.蒲莱士

C.洛克 D.霍布斯

2.最早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是（ ）

A.英国 B.美国

C.法国 D.中国

3.我国制定颁布的四部宪法中，没有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是（ ）

A.1954 年《宪法》 B.1975 年《宪法》

C.1978 年《宪法》 D.1982 年《宪法》

4.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有权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机关是（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D.国务院

5.宪法制定的程序不包括（ ）

A.成立专门的制宪机构 B.提出宪法草案

C.宪法草案的公布 D.宪法解释

6.世界上最早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是（ ）

A.奥地利 B.西班牙

C.匈牙利 D.波兰

7.关于宪法解释体制的表述，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解释宪法

B.德国创设了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体制

C.日本是最早采用宪法法院进行宪法解释的国家

D.美国经由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专门机关解释宪法的体制

8.在宪法理论中认为宪法监督是宪法保障的核心内容，那么其具体监督方式是（ ）

A.违宪审查 B.宪法遵守

C.宪法制定 D.宪法修改

9.美国 1803 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 ）制度

A.联邦制 B.司法独立

C.议会至上 D.司法审查

10.关于对特定国家宪法解释体制的表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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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法国采用国家元首解释体制

B.俄罗斯采用立法机关解释体制

C.美国采用司法机关解释体制

D.德国采用公民团体解释体制

11.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最新发展是（ ）

A.违宪审查制度 B.宪法宣誓制度

C.宪法解释制度 D.宪法修改制度

12.下列对宪法的解释，属于正式解释的是（ ）

A.法官周某对宪法所作的解释

B.最高人民法院对宪法所作的解释

C.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宪法所作的解释

D.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所作的解释

13.关于我国宪法的修改，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1975 年《宪法）、1978 年《宪法》和 1982 年《宪法》都是对前一部宪法的全面修改

B.1982 年宪法生效以后，采用部分修改的方式

C.我国宪法的修改，需由全国人大以出席代表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

D.现行宪法经过了五次修改，通过了 52 条宪法修正案

14.关于违宪审查，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事先审查是具体审查

B.事后审查是由特定的机关所作的具体审查

C.法国设立了宪法法院

D.德国设立了宪法委员会

二、多项选择题

1.制宪机关和宪法的起草机关的区别有（ ）

A.制宪机关是行使宪法制定权的国家机关，宪法的起草机关是专门的工作机构，不能独立行使制宪权

B.制宪机关是一种常设的机构，而宪法的起草机关具有临时性，一旦宪法的起草任务完成就宣告解散

C.制宪机关有权批准和通过宪法，宪法的起草机关则没有此项权利

D.制宪机关是经过选举产生，而宪法的起草机关往往是经过任命的方式产生

2.以下选项中由司法机关来解释宪法的国家有（ ）

A.加拿大 B.中国

C.奥地利 D.日本

3.关于我国的宪法解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中国宪法的解释属于立法机关解释体制

B.1954 年《宪法》和 1975 年《宪法》都没有对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作出规定

C.1978 年《宪法》第 25 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的职权

D.我国的宪法解释在实际生活中近乎完美，不存在任何问题

4.宪法修改的形式有（ ）

A.整体修改 B.全面修改

C.局部修改 D.部分修改

5.采用普通法院模式来进行违宪审查的国家是（ ）

A.日本 B.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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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墨西哥 D.阿根廷

6.下列关于违宪审查的说法，表述正确的是（ ）

A.违宪审查的对象是立法行为以及其他行为

B.违宪审查是宪法保障的一种方式

C.违宪审查就是司法审查

D.违宪审查的结果具有法律意义

7.宪法的解释方法有（ ）

A.文义解释 B.目的解释

C.体系解释 D.字面解释

8.下列选项中，属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的是（ ）

A.统一审议法律草案 B.推动宪法实施

C.开展宪法解释 D.推进合宪性审查

9.下列人员就任时，需要进行宪法宣誓的是（ ）

A.国务院总理

B.中央军委主席

C.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D.最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0.我国宪法修改的提案主体是（ ）

A.全国人大

B.全国人大常委会

C.1/10 以上全国人大代表

D.1/5 以上全国人大代表

11.关于制宪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西耶斯认为国民是制宪权的主体

B.制宪权是一种原生性权力，修宪权是依据制宪权而产生的一种派生性的权力

C.国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意味着国民直接参与制宪活动，行使制宪权

D.宪法的起草机关不能独立行使制宪权

12.下列关于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说法成正确的是（ ）

A.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

B.根据《宪法》第 67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

C.违宪审查的对象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D.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三、简答题

1.简述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2.简述中国宪法的解释体制。

3.简述制宪机关与宪法起草机关的区别。

四、分析题

1.某城市盛行面点生产，为了加强对面点行业的市场监管，市政府遂成立面点管理服务站，并发布了《关于面

点加工经营许可审批制度的规定》。本市一家面点龙头厂的经理小刘认为，该规定内容上存在与法律的有关规定相

抵触的状况，因而请求当地人民法院依据宪法和法律撤销这一规定。人民法院则认为，该规定属于市政府的行政立

法，法院无权受理此案，建议小刘向省政府和市级人大反映问题。小刘对法院的态度表示气愤，认为其存在包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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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嫌疑，坚决要求法院受理此案。

请根据宪法的相关知识，分析人民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确。

2.我国《宪法》第 64 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请结合法条的规定，分析我国现行《宪法》的修改制度。

【第二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

【解析】 最早系统提出宪法制定权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学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耶斯，他认为国民不受制

于宪法，国民拥有制宪权。A选项正确。

2.【参考答案】 B

【解析】 最早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是美国，虽然美国宪法没有规定普通法院有这项权利，但联

邦最高法院在 1803 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创立了违宪审查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了

重大影响。目前有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采用此种模式。B 选项正确。

3.【参考答案】 B

【解析】 从 1954 年《宪法》到 1982 年《宪法，我国历来都非常重视宪法监督制度的建设。作为依照宪法享

有宪法监督权的主体，1954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监督宪法实施中的作用。在

具体的宪法监督制度建设方面，1982 年《宪法》从人民监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等角度对宪法监督制度的主

要方面作了规定。本题选 B。

4.【参考答案】 C

【解析】 根据我国《宪法》第 67 条第 1款的规定，我国专门行使宪法解释权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C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D

【解析】 宪法制定的程序一般包括：（1）成立专门的制宪机构；（2）提出宪法草案；（3）宪法草案的通过；（4）

公布。D 项不属于宪法制定的程序，故本题选 D。

6.【参考答案】 A

【解析】 最早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是奥地利，早在 1920 年就已经建立。在此之后，许多欧洲国家纷纷效仿，

如德国、西班牙等。A 选项正确。

7.【参考答案】 A

【解析】 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确立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解释宪法的模式。例如我国宪法的解释权就是由国家

权力机关行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A 选项正确。德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是专门机关解释体制，建立

了宪法法院。B 选项错误。最早采用宪法法院进行宪法解释的国家是奥地利。C 选项错误。美国经由马伯里诉麦迪

逊案确立了司法机关解释宪法的体制。D 选项错误，因此选 A。本题考查的是宪法解释的体制，知识点比较繁琐，

考生在备考中要熟练背诵掌握。

8.【参考答案】 A

【解析】 宪法监督作为宪法保障的核心内容，在方式上主要表现为违宪审查。违宪审查是由特定的机关对立

法行为以及其他行为进行审查并处理的一种制度。相对其他宪法监督的制度而言，由于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机关往往

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违宪审查可以使违宪行为受到宪法制裁，具有实际的法律效力和制裁后果，故能够最

大限度地保证宪法的权威和实施。因而，宪法监督的具体监督方式为违宪审查。A 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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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考答案】 D

【解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803 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了违宪审查制度，确立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

权，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模式，即司法审查制度。D选项正确。

10.【参考答案】 C

【解析】 宪法解释体制分为：（1）立法机关解释体制（中国等），在这种体制下，立法机关是制定宪法的机关，

同时也是解释宪法的机关；（2）司法机关解释体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在这种体制下，司法机

关按照司法程序对宪法进行解释，其他的机关或社会团体对宪法的解释属于非正式解释；（3）专门机关解释体制（法

国的宪法委员会，德、奥、意、俄、韩的宪法法院），专门机关解释体制是依据宪法或其他宪法性法律的专门授权

成立的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权的一种制度。C选项正确。

11.【参考答案】 B

【解析】 2015 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

宣誓制度的决定》，宪法宣誓制度是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完善和最新发展。B选项正确。

12.【参考答案】 D

【解析】 中国宪法的解释属于立法机关解释体制。这种解释体制首先是由 1978 年《宪法》予以确认和建立的，

1978 年《宪法》第 25 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的职权。现行宪法再次以根本法

的形式确认了宪法解释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故 D 选项正确，其他组织和个人对宪法作出的解释为非正式解释。

13.【参考答案】 C

【解析】 根据我国《宪法》第 64 条的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 1/5 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

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C 选项错误。

14.【参考答案】 B

【解析】 早在 1920 年，奥地利设立了宪法法院，其后许多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如德国、波兰、西班牙等。法

国设立的是宪法委员会。CD 选项错误。事先审查是一种预防性审查，是法律、法规或其他的法律文件在发生效力前，

或行为还没有实施前，由特定的机关所作的一般性审查。A 选项错误。事后审查是指法律、法规或其他的法律文件

在发生效力后，或者行为已经实施后，由特定的机关所作的具体审查。B 选项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本题考查的为课本基础知识，考生在备考过程中要熟悉课本知识，以免在基础知识上丢分。ABCD 全

选。

2.【参考答案】 AD

【解析】 司法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权源自美国。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这一体制，如加拿大、日本、澳大利

亚。奥地利为专门机关解释体制，中国为立法机关解释体系。AD 选项正确。

3.【参考答案】 ABC

【解析】 我国的宪法解释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缺乏具体的规范化程序，

还应当建立和完善一些具体的解释程序，将宪法解释进一步规范化。ABC 选项正确。

4.【参考答案】 BD

【解析】 宪法修改的形式为两种：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BD 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最早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目前有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采用此种模式。ABCD 全选。

6.【参考答案】 ABD

【解析】 违宪审查是特定的机关对立法行为以及其他行为进行审查并处理的一种制度。因此 ABD 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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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司法审查不但包括违宪审查还包括违法审查，因此 C 选项将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等同的看

法是错误的。

7.【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为了探求宪法规范的意涵，往往要采用相应的方法对宪法进行解释。宪法解释

的方法有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其中，文义解释也叫字面解释。ABCD 全选。

8.【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2018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明确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

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

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因此 ABCD 四项全选。

9.【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2015 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

宣誓制度的决定》，确定了 70 个字的宣誓誓词，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根据该《决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

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中央国家机构和县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构选出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任时应当公开对宪法宣誓。因此

ABCD 四项全选。

10.【参考答案】 BD

【解析】 现行《宪法》规定了宪法修改的提案主体，即宪法修改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 1/5 以上的全国人

大代表提议，因此本题选 BD。

11.【参考答案】 ABD

【解析】 国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只是从抽象意义上来界定的，源自权力的享有主体，但在运行上并不意味

着全体国民直接参与制宪活动，具体行使制宪权。真正直接参与制定宪法过程的只能是国民中的一部分人（代表），

由他们代表国民行使制宪权。C 选项错误。ABD 选项正确。

12.【参考答案】 ABD

【解析】 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

审查工作程序》，并制定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据此，违宪审查的对象从《立法法》所规定的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扩大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C选项错误。ABD 选项正确。

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在具体的运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完善该项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需要。

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具体审查相关立法的合宪性的职责，

但全国人大设有 10 个专门委员会，这导致合宪性审查权的行使过于分散。其次，就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来看，主要

是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合宪性审查，而对法律、规章等法律形式如何进行合宪性审

查缺乏明确的规定。最后，关于合宪性审查的启动程序、审理程序和审理结果方面的规定，相对比较抽象。

各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要建立能够真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

由的宪法监督机制。在具体模式上，可以设立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专职行使宪法监督的职责。

2.【参考答案】 中国宪法的解释属于立法机关解释体制。1954 年《宪法》和 1975 年《宪法》都没有对宪法解

释权的归属作出规定。这种解释体制首先是由 1978 年《宪法》予以确认和建立的，1978 年《宪法》第 25 条规定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的职权。现行宪法再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宪法解释的机关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与我国的宪法体制是相互吻合的。这种解释体制的存在理由在于：全国人大是最高的国家权力

机关，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宪法解释权，使宪法解释工作有可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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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经常性的行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全国人大常委会比其他的国家机关更了解宪法的原意和精神。因而，这种

解释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国的宪法解释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表现在缺

乏具体的规范化程序，还应当建立和完善一些具体的解释程序，使宪法解释进一步规范化。

3.【参考答案】 （1）制宪机关是行使宪法制定权的国家机关，宪法的起草机关是专门的工作机构，不能独立

行使制宪权。

（2）制宪机关是一种常设的机构，而宪法的起草机关具有临时性成一旦宪法的起草任务完成就宣告解散。

（3）制宪机关有权批准和通过宪法，宪法的起草机关则没有此权。

（4）制宪机关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宪法的起草机关往往是经过任命的方式产生的。

四、分析题

1.【参考答案】 人民法院的做法是正确的。一方面，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只能受理具体行政行为

的行政诉讼，而无权审查并撤销人民政府的行政命令。因此当地人民法院并不能就政府发布的《关于面点加工经营

许可审批制度的规定》而审查撤销。另一方面，根据《宪法》的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所作出的行政

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因此，法院建议小刘向省政府和市人大反映问题是符合法律程序的。综上所述，人民法院的

做法正确。

2.【参考答案】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一共制定了四部宪法，前面几部宪法采用全面修改的方式，1982 年《宪

法》生效以后，采用部分修改的方式。现行《宪法》经过了五次修改，通过了 52 条宪法修正案。

我国的宪法修改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了宪法修改的机关是全国人大；二是规定了宪法修改

的提案主体，即宪法修改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 1/5 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三是规定了宪法修改的通过程序，

即宪法修改须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

从现行宪法的修改来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宪法修改建议对我国的宪法修改制度和宪法修改实践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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