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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如何走进生活
树立权威关键在于实施
学者建言：立法、审案均应增加违宪审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日前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明确将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
传教育活动。

而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关键还是要让宪法能够
真正地进入百姓生活。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记
者采访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书记、副院长王振
清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
等多位常年关注、研究宪法的官员、学者，深入解读
宪法日的意义。

”
增强宪法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设立宪法日的一个重要作
用就是增强人们的宪法意识。

“让大家了解了宪法，才能够树
立宪法的权威，增强老百姓的宪法
意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弘扬

宪法精神，加强宪法的实施，进而推
进依法治国。”

朱征夫表示，目前，宪法的效力
在有一些方面落实的很好，有一些
落实的不是很好。他举例，宪法作
为组织法就落实的不错，比如人大、
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都是根据宪法建立的，包括各
级人大、政府都是按照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设立起来的。

但是，涉及到老百姓的具体生
活中，宪法效力还没有得到足够重
视，比如说现在受教育权、劳动权还
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宪法应“接地气”体现其最高地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书

记、副院长王振清提出，宪法是根本
大法，所有具体的法律都源自宪法，
比如，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
一项基本权利，根据宪法的这一规
定，制定了教育法。

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都很原
则，比如，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
利、有迁徙的自由等，但这些原则性
规定如何执行？需要一个统一的解
释。如果全国几千个法院都来解释
宪法，都拿宪法直接作审判依据，势
必会造成混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市法
学会法理研究会会长蒋立山认为，
宪法条文可分为三类：一是完全具
备实施条件的，二是部分具备实施
条件的，三是不具备实施条件、需要
继续创造条件的。

宪法能否作为审判依据，还要
继续研究那些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
宪法条款有哪些？如果只允许依据
部分宪法条款审判，那么此种做法
显然不合适。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法学家侯欣一表示，按照
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对宪法条文具
有解释权，而法院要依据宪法审判
案件，就势必要对纲领性的条文进
行细化和解释，但是一旦法院解释
宪法条文，又对人大的宪法解释权
产生了“冲击”，因此，在现有制度
下，宪法司法化一直未能实现。

中央也提出强调宪法的重要
性，可以确定宪法司法化是今后的
发展方向，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实
施步骤。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
教授说，英国没有宪法法典，是由若
干个宪法性文件组成的一部宪法；
美国有宪法法典，但美国没有像我
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之类的法典，宪
法就成为了法院判决的直接的法
源。

我国法院通常不以宪法作为直
接的审判依据，但也有依据宪法审
案的个案。宪法权威树立不起来与
此有关。

张建伟强调，宪法应具有可诉
讼性。如果其他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但宪法精神有这方面的内容，就
应该直接依据宪法打官司。甚至案
件形成诉讼后，法院可直接依据宪
法作为裁判根据。这样宪法才不是
空招牌，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尊重。
比如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
版等自由，但其他法律都未细化，此
时就可以宪法为依据起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
法学会副会长王磊认为，宪法应该
能够成为判案的依据，因为宪法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有直接的
法律效力。宪法规定所有的国家机
关都必须保证宪法实施，《法院组织
法》也规定法院要保证宪法的实施，
所以说，宪法在判案中应该是一种
依据。

“我们的宪法应该更加接地
气。”王磊表示，宪法应具有直接的
法律效力，老百姓打官司，宪法里的
很多条文都是可以用的。老百姓主
张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比如拆迁
时涉及到私有财产权、土地的使用
权等，这些在宪法里都有所规定。

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玉

军提出，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整合
资源，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同时，要尽快制定《关于加强宪法实
施的决定》，对违宪行为的构成、宪
法监督的主体、监督对象、违宪审查
的程序以及违宪责任等内容作出明
确规定。

此外，还要修改立法法以及各
级人大常委会监督会中涉及到违宪
审查和上位法与下位法关系的内
容。还应将目前散见于法律文件中
的宪法监督内容整合统一。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
国政协委员的朱征夫提交了“在全
国人大设宪法委员会”的提案。

王磊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
委会解释宪法，但是我们没有严格
意义上的宪法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考虑制定
一个宪法解释的程序法，使得在人
大常委会层面能够启动严格意义上
的比较标准的宪法解释，明确宪法
解释的程序、解释权限等问题。

王振清表示，全国人大宪法委
员会可专门负责违宪案件的处理，
而违宪案件不能由法院审理。他认
为，涉及违宪的案件数量不会太多，
可统一由宪法委员会审查处理。

王振清强调，宪法的权威需要
维护，但由谁来维护不应过于分散。

朱征夫建议，宪法委员会对立
法、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的职权行
为进行违宪审查，提出处理建议，报
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做出有法律约
束力的决定。

对违反宪法的行为，依法予以
纠正或撤销，宪法委员会的委员应

该在资深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和律
师中选拔产生。

王振清认为，立法时应考虑是
否与宪法相一致、相衔接。

在制定每一部法律时，如全国
人大常委会立法律、国务院立行政
法规，都应考虑到是否符合宪法的
精神，应由全国人大对立法进行违
宪性审查。

朱征夫表示，为了避免立法机
关的法律直接受到司法机关的司法
审查，避免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冲突，
涉及到立法权的就不要让法院来审
查，直接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
查。

冯玉军认为，除了立法审查外，
如果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下位法。

超九成政府网站
存各级安全漏洞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日
前发布2014年中国政府网
站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在
评估的 900 余家政府网站
中，超 93％存在各种危险
等级安全漏洞。当前政府
网站安全形势严峻，安全
防护能力亟待提升。

该中心副主任张少彤
介绍，评估的900余家各级
政府网站中，近 50％的网
站被监测到的安全漏洞超
过 30个，70余家网站安全
漏洞数量超过 100 个。从

漏洞类型上看，破坏力大、
影响范围广的信息泄露、
跨站请求伪造等漏洞在
27％的网站中被监测到。
此外，不少政府网站存在
信息过期、错误等现象，技
术融合运用较弱，比如搜
索精准度不高等。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是
直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
一类科研事业单位，从
2002年起牵头组织中国政
府网站绩效评估及结果发
布，迄今为止已举办13届。

空军首次组织高中生
完成实装飞行初体验

日前，来自全国4所重
点中学的77名飞行少年军
校学员，在空军航空大学
飞行教官的带飞下，“驾
驶”初级教练机完成了人
均 5 小时的体验飞行。这
是空军首次组织在校高中
生进行实装飞行体验。

空军招飞局一位负责
人介绍，学员进行了机动
飞行、起落航线飞行两个
课目 5 个小时的实装飞行
训练，以及航空基本理论
教学、飞行前地面教学、模
拟飞行等训练。飞行结束
后，空军将就身体素质、心
理素质、飞行能力3个大项

11 个小项，对学员进行飞
行潜质评定，评定结果将
纳入招飞综合择优评价体
系。

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重
视飞行人才早期培养，我
国空军近年选取吉林省实
验中学、武汉六中等省级
示范高中，依托空军航空
大学等单位创办了空军长
春、武汉等飞行少年军校，
从优秀初中毕业生中选拔
培养苗子，培养矢志飞行、
掌握一定航空知识和飞行
技能的飞行学员后备人
才。

农产品将建立
品牌目录

农业部日前发布，为
推动品牌农业发展，我国
将探索建立农产品品牌目
录制度，将最有影响力、最
有价值的品牌纳入国家品
牌的目录，定期发布、动态
管理。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
息司司长张合成在发布会
上表示，品牌化已成为农
业现代化的核心标志，加
快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已成
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
快推进现代农业的一项紧
迫任务。“品牌对于农产品

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如
泰国大米、荷兰郁金香、津
巴布韦烤烟等，是消费者
耳熟能详的品牌名词，是
信誉的凝结。品牌一旦在
老百姓的心目中确立，就
可以成为象征质量和安全
的一个符号。”张合成说。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
注册商标数从 2008 年的
60 万件增长到了 2012 年
的 125.15 万件，但多数品
牌的影响力还停留在局部
地区，缺少在国际上具有
竞争力的品牌。

我国将重启
沿海核电项目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
长李朴民4日说，我国已将
沿海核电工程列入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包，将采用国
际最高安全标准，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启动一批
沿海核电工程。这释放出
我国即将在东部沿海地区
启动新的核电项目建设的
积极信号。

据了解，目前国内未
批待建的沿海核电项目有
辽宁红沿河二期、辽宁葫

芦岛徐大堡一期、广东陆
丰一期等。

李朴民在当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国家
重大工程建设包中，还包
括今明两年可开工的26项
西南水电和风光电项目，
37项油气管网和储气设施
项目，以及要加快推进的
13 个矿产资源项目，重点
涵盖铁矿石、铜矿、铝土矿
等矿产品种。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