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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国此次修改宪法对中国有着持续而深 

远的影响力。 

影响一：将促进政府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各种突发性事件 

应急机制的速度将加快，从制度上、法律上规 

范行政行为，依法行政、执法为民成为行政机 

关的理念与准则，各级政府部门的服务、责任 

和法治意识将得到强化。 

影响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将成为国家的基 

本工作准则，从观念到制度、到立法的指导思 

想等都将随之改变，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 

质要求。 

影响三：宪法修正案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一道写入宪法，意味着政治体制 

改革将稳步深化，民主将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 

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得到确定。 

影响四：宪法的修改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使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和谐社会，减少社会转型期的痛苦与 

震荡成为各级政府的执政目标。 

影响五：将更加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更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更多地依靠 

人民，发挥所有人的力量，使之朝着有利于国民经济和全社 

会利益的方向发展，共同建设小康社会，共同富裕。 

影响六：宪法的修改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法律体系。立法 

机构在立法工作中将更加注重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 

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立法中注重立法为民，使 

得制定出来的法律真正成为 “善法”。 

影响七：宪法的修改，使得宪法朝着更加民主、人道、 

理性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何不讲私产 “神圣不可侵犯” 

《民营经济报》2004年3月 15日报道，在十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 

产不受侵犯”，而不是像之前有人建议的那样表述为 “私有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因是什么呢?记者采访了人民大学宪政 

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锦光。 

胡锦光说，其实 《宪法》中关于 “私财”这一块早就该 

修改了，之前也争论了很多次，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呢?原 

因就是 “神圣”这两个字一直无法通过。《宪法》里规定公共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有些人认为，为了同等保护，私有 

财产也应该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涉及到 “神圣”这个字眼。 

私有财产是不是可以像公共财产那样 “神圣”不可侵犯呢? 

为了这个问题，国家一直在慎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不 

可以!纵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说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那为什么有人这样提出呢，这句话出自哪里呢?胡锦光 

说，在法国大革命中有个 《人权宣言》，里面有一句话，叫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有的人就拿来用了，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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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把它的涵义混淆了。 

“人权”和 “公民权”是两个概念，《人权宣言》里所说 

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在 “人权”这个意义上讲的。“人 

权”是与生俱来的，它的主体是 “人”，只要是 “人”，就有 

这样的权利。而这个权力是从哪获得的呢?是天赋的，天赋 

人权——包括了财产权。既然是与生俱来的，当然神圣不可 

侵犯。因此，这种 “神圣”是自然意义上讲的。 

而 “人权”在每一个国家中，必须要演化成公民权。因 

为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作为一个国家的人，身 

份就变成一个 “公民”了，就要有享有一个国家宪法里规定 

的权利。所以，“人权”和 “权利”是不一样的。“人权”是 
一 种自然状态，而 “权利”是法定的形态。就是把 “人权” 

中可以在这个国家做到的那一部分形成法律规定。因此，从 

“权利”这个形态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规定 “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侵犯”。规定 “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针对个人而言 

的，就是指个人不能 “化公为私”，而私有财产只能讲 “不可 

侵犯”，而不是 “神圣不可侵犯”。道理很简单，如果要规定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那么公共事业就没法举办了。 

所以，世界各国都规定，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私有 

财产征收征用。 

民营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信息报》2004年3月 10日报道，我国非公有制 

经济所创造的增加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强，在一些 
一

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的已经超过了 

70％；截至2002年底，全国个体、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 

已达2．85万亿元，2002年新增注册资本金 6900亿元，比当 

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还多2600亿元。据对全国66个城市的 

调查显示，2002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有65％在民营企业实 

现了再就业，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安置就业的重要渠道。在地 

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 

体和纳税主体。 

统计资料显示，在民营经济起步较早的山东、浙江、江 

苏等省份，民营经济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浙江省宁波市 

2003年民营经济实体已近30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0％ 

以上；民营经济共创产值 1470亿元，占该市生产总值的 

83％。江苏省 2003年新增私营企业 9．3万户，增长 37％； 

新增个体经济38．6万户，增长38％。全省城镇国有、集体、 

股份制、“三资”等单位合计减少就业人员 12．7万人，而个 

体私营企业合计增加就业人员50．3万人，使该省年末城镇登 

记失业率下降0．1个百分点。山东省2003年非公有制经济比 

重快速提升，实现增加值5000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40％，比上年提高约4个百分点；个体私营经济投资完成 

620．5亿元 ，增长 47．3％。 

专家拟定5大指标综合 

衡量干部政绩 

《经济日报》2004年3月4日报道，日前，有关专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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