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心得(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篇一

195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民法典，经过几十年的沉淀
和孕育， 年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伴随
着人民大会堂热烈的掌声，民法典的颁布成为我国法治建设
的里程碑，为社会生活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日常遵循，这是中
华优秀文化的延续、是历史时代的召唤，也是人民至上的体
现。

盛世法典的背后是中国人民平凡的付出和辛酸的汗水。六十
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法典编纂者挑灯夜战翻阅历史的资料，
用脚印走遍中国山川大地，记录中国人从出生到终老的点点
滴滴。一部民法典，就是一本中国“社会生活发展百科全
书”，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映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之路，也伴随着筚路蓝缕奋斗的艰辛。
用人民法典之绝唱，奏响人民至上之音。法之利器于德载之，
赓续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红色文化基因，“人民法典”气定
山河，“公平之音”响彻神州。

索中前进，在为人民服务中践行“实践，理论，实践”，以
人民的名义在实践转换中不断完善法规体系，站在人民的立
场上考虑问题，为了人民群众利益而解决问题，构建公平正
义的生产生活环境，让“人民至上”的春风化雨遍及大地润
化人心。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奏响时代主旋律。一代代的共和
国的建设者们，在磨难中奋进，从奋斗中崛起，他们勇做时
代的“弄潮儿”，与时俱进把中国精神的内涵诠释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则引领爱国主义新风
尚。“细微之处见真知”，民法典 1__条款，__余字，从国
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深刻阐释，小到生活中的“鸡毛蒜
皮”，大到产权物权归属，人民的生活与之息息相关。致知
于行把人民的小事做好，求实苦干把为了群众的好事办好。
在日新月异的竞争中，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和革新中，我们不
断前进，在一点一滴中积累斗争经验，在一言一行中践行为
人民服务宗旨，让“人民法典”在时代的浪潮中乘风破浪，让
“公平之音”响彻云霄，让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乘势而上。

新时代“民法典”必将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
元，“人民法典”气定山河，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不受损害，
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人深感安全和幸福。“公平
之音”响彻神州，人民至上的中国精神必将激励新时代的中
国人继续团结奋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篇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学习心得
公路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公路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截
止底，全国高速公路里程位居世界第二位。如何把这些已经
建成的公路管理好、保护好和利用好，发挥公路在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长期困扰公路发展的瓶颈。《公路
法》制定是为了强加公路的建设和管理，促进公路事业的发
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全文共九
章八十七条内容，自1月1日起施行。

我们作为路政执法部门必须要掌握的内容如下：

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



依法做好公路保护工作，并努力采用科学管理方法和先进的
技术手段，提高公路管理水平，逐步完善公路服务设施，保
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

二、在公路上行驶车辆的要求

1、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轴载质量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
准要求。

2、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
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
路桥梁、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
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
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批准，不得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
志。

四、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
过批准，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建设。

学习《公路法》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路安全、畅通和保障人
民生活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篇三

第三十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
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
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
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
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社会公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第三条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

第四条公民在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
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
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
利。

第七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
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第八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有负责人。

依照本法规定需要申请的集会、游行、示砘，其负责人必须
在举行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机关递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中应
当载明集会、游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人数、
车辆数、使用音响设备的种类与数量、起止时间、地点（包
括集合地和解散地）、路线和负责人的姓名、职业、住址。

第十八条对于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主管机关应当



派出人民警察维持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保障集会、游行、
示威的顺利进行。

第十九条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任何人不得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进行扰乱、冲击和破坏。

第二十八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可以
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未依照本法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的；

（二）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起
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不听制止的。

第二十九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有犯罪行为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携带武器、管制刀具或者爆炸物
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未依照
本法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
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
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包围、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或者国事活
动不能正常进行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占领公共场所、拦截车辆行人或者聚众堵塞交通，严重破坏
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
和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三十条扰乱、冲击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依法举行的集会、
游行、示威的，公安机关可以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
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

第一百一十条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
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
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条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
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
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八条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或者
其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

(一)警告；

(二)罚款；



(三)行政拘留；

(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
出境。

第十七条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

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
诱骗的行为处罚。

第十八条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法的规定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
规对同一行为规定给予单位处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第二
十条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有较严重后果的；

(二)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三)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
下罚款：

(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
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
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

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举办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有关规
定，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对
组织者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
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
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
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
他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

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
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
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
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百九十六条举行集会、游
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
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
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百九十七条违反法律规定，携带武器、管制刀具或者爆
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百九十八条扰乱、冲击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依法举行的
集会、游行、示威，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篇四

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关教师职业道德要求
的条文及规定，我认识到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
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要想成为
一名新世纪的合格教师应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树立事业心，增强责任感。

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因此，我们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忘记，自己不单单是为教书而教书的“教书匠”，而应是
一个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情育人，热爱学生；
以言导行，诲人不倦；以才育人，亲切关心；以身示范，尊
重信任”。热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根本。教师对学生的
爱，即是敬业精神的核心，又是教师高尚品德的自我表现，
既是育人的目的，又是教师教书这个职业的具体表现。教师
的人格魅力来源于对事业的忠诚，他们不是紧紧把教书看成
谋生的手段，而是毫无私心杂念地投身其中，以教书育人为
崇高的职责，并能从中享受到人生的乐趣。他们以自己的真
诚去换取学生的真诚，以自己的纯洁去塑造学生的纯洁，以
自己人性的美好去描绘学生人性的美好，以自己高尚的品德
去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教师时时处处要以大局为重，克服
个人主义，自觉遵守宪法和社会公德守则，遵守校纪校规，
以模范行为为学生做出表率。



二、培育教师人格魅力。

俗话说：“教育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育无小节，节节是
楷模。”师德的魅力主要从人格特征中显示出来，历代教育
家提出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等，
既是师德的规范，又是教师良好人格的品格特征的体现。在
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
教师不仅要在自己讲授的课程中学识渊博，循循善诱，更要
通过言传身教，通过榜样，无言的力量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
使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理想。在学生的眼中，教师具
有无可怀疑的威信，教师是一切美好的替身和可效仿的榜样，
教师的一言一行，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学生的各个方
面产生影响。

三、虚心向学生学习，做到教学相长。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之言。对于老
师则不可以“家长”自居，应该与学生平等相待，虚心向学
生学习，做到教学相长。爱学生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创造
精神，与他们平等相处，用自己的信任与关切激发他们的求
知欲和创造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
教与学，互为关联，互为依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
贤于弟子”。一个好老师会将学生放在平等地位，信任他们，
尊重他们，视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和共同探求真理的伙伴。

四、视学生为己出，处处关爱学生。

热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
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学生正处于人
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刻，在成长的道路上，难免会遇
到各种困扰和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忙引导。那么如何用爱心
去打开学生心灵的窗户？首先就要了解他们。了解学生的爱
好和才能，了解他们的个性特点，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只
有了解了每个学生的特点，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引导



他们成为有个性、有志向、有智慧的完整的人。苏霍姆休斯
基说得好，不了解学生，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维、
兴趣、爱好、才能，就谈不上教育。其次，要理解学生、尊
重学生。要把真挚的爱融在整个班级之中，不仅要爱那些好
学生，更要爱那些缺点较多的学生，要让每一个学生都从教
师这里得到一份爱的琼浆，从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更加
自爱、自尊、自强和自信。总之，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
重要的是育人。我们应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不歧视差生。
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
掉一个学生。慈祥的笑容、亲切的言语、文雅的举止，以及
善解人意的目光，比声色俱厉的严格，更能贴近学生的心灵，
更能取得教育的实效。教师，应以虚怀若谷的胸怀，诲人不
倦的精神，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
的言行举止，去照亮学生的心灵，去培养好每一个学生，让
每一个学生适应时代发展。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还要继续认真学习《教育法》、《教师
法》等。我决心做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从开始严格要求自己。

第二，坚持学习与实践。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学识渊博，
品德高尚，还要富有教学经验。而要做到这些要求，就应该
做到坚持学习与实践。要进一步学习新知识，不断增强业务
水平。

第三，要爱教育事业。只有“热爱教育事业”，才能体
现“为人师表，以德立身”的真谛；只有热忱的爱每个孩子，
让他们的全部素质都得到提高，才能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第四，热爱每一个孩子，不只教给孩子知识，还要教会他做
人，还要关爱他，时时刻刻让他感觉到集体的温暖。让每个
孩子都能在这个集体中茁壮、健康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篇五

第三十四条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团结、互助的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
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
将继续加强。”

第三十五条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
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坚持独
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
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
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
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
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
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
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第三十六条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第三十七条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三十八条宪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
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
系。”修改为：“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第三十九条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
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这一款相应修改为：“国家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
腐朽思想。”

第四十条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
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四十一条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
权”中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

（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七项至第十五项相应
改为第八项至第十六项。

（四）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四项、第五项相应改为第
五项、第六项。

第四十三条宪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
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
察机关的职务。”

第四十四条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

（十一）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项至第二十一项相应改为第十
二项至第二十二项。

宪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
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
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
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四十六条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
“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第八项“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修
改为“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第四十七条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
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四十八条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
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四十九条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
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五十条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
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一条相应修改
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
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
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
的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
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第五十一条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
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
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



人员。”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
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
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
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第五十二条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增加五条，分别作为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
一百二十七条。内容如下：

第七节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
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
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
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
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



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三十八条
相应改为第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四十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