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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及修憲程序 

前言 

我國憲法雖屬剛性憲法(rigid constitution)，但近年修憲頻

仍。自民國八十年第一次修憲迄今，不到十年，共修憲五次，最近國

民大會又召開會議，準備第六次修憲。先進民主國家美國同為剛性憲

法國家，制憲迄今已二百餘年，修憲僅十餘次。二百餘年前制定的憲

法，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環境？從人少政簡的十三州到五十一州；從門

羅主義到世界領袖；從總統間接民選到實質的民選；從國會立法、總

統執行到總統及行政部門在立法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凡此種種，不

必倚靠修憲，憲法主架構仍足以肆應。美國憲法主要內容、憲政精神

及美國之修憲程序均應有值得借鏡之處。 

 

美國憲法內容 

美國憲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憲法，於西元 1787 年費城制憲會議

訂定，次年生效實施，同時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成文憲法。與世

界其他各國的憲法相比，美國憲法是一份相當簡潔的法律文件，本文

僅有七條，共八十九句，約六千字（羅志淵，頁 70）。 

為保障其追求自由平等，美國十三州人民希望建立與舊大陸完全

不同的制度，所以在憲法序言中闡明制定憲法的根本目的：「為了建立

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公平和正義，確保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禦，

增進公共福利，並保證我們自身和子孫後代永享自由幸福」。 

憲法正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條，分別對美國的立法、行政和司

法機關的構成、職權、其成員的產生方式和任期等等有關問題加以規

定。制憲者將法國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念落實於憲法之中，將權力

分開，彼此牽制以控制政府，這就是著名的「分權與制衡」(check and 

balance)原則，故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部門分立，但是各部門對其

他部門有制衡權，如總統可否決法案、任命大法官；國會可推翻否決、

可彈劾總統、法官；法院有法律解釋權等。 

憲法正文的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條，是對聯邦與各州間關係

的規定、確定了聯邦憲法作為「全國最高法律」的地位，另外還規定

憲法的批准和修正的一些基本原則。美國憲法除了將中央政府的權力

劃分為立法、司法與行政三者以外，也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

分開，實施「聯邦制」(Federalism)，即憲法把國家權力劃分成兩部

分，一部分授予中央政府(聯邦)，另一部分則地方政府(各州)保留權，

二者各擁有實權，把沒有授予聯邦政府的所有權力保留給各州。 

要言之，美國憲法之精神不只是水平分權制衡，更是垂直分權制

衡。立法、司法及行政三權分權制衡，國會參、眾議院分立制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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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法院與州法院分立，徹底貫徹麥迪遜的「野心必然牽制野心」的見

解。（張明貴，頁 6） 

除前述憲法正文外，從 1788 年憲法生效施行至今，美國憲法還

陸續增添了二十六條修正案，其中第十八條修正案，禁止在美國領土

範圍內生產、出售和運輸含酒精飲料的規定，在 1933 年被第二十一條

憲法修正案所廢除，另外的二十五條修正案（包括第二十一條修正案）

至今依然具有效力。 

美國憲法的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前言（如前述） 

第一條有關立法部門，共有十節，主要規定國會組織與國會議員之任

期、資格、任命、選舉、彈劾程序、國會兩院與國會議員的特

權、立法程序、國會的權力及對國會與各州的限制。 

第二條規定行政部門，共分三節，包括總統與副總統的選舉方式、總

統的權力與職責、總統和國會的關係。 

第三條規定司法部門，亦有三節，包括司法機關的獨立、國家法院的

司法管轄權、陪審團審判的保障及叛國的定義。 

第四條規定各州與其他轄區的地位，共有四節，包括各州對它州的公

共法案、紀錄、司法程序應充分信任、各州公民應享有各州公

民所有之特權與豁免權、國會得准許新州加入本聯邦及對各州

的保障。 

第五條規定修憲方法。 

第六條規定聯邦憲法、法律與條約的優越性、國會議員各州議會議員

及所有行政與司法官均應宣示擁護本憲法，並禁止以宗教作為

出任公職的條件。 

第七條規定批准憲法的程序。 

 

美國憲法修正案內容簡介如下： 

1.保障宗教信仰、言論、出版與集會自由及請願權。 

2.人民擁有與攜帶武器的權利。 

3.禁止軍人駐紮民宅。 

4.不受不合理搜索與逮捕的權利。 

5.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非

經適當的賠償，私有財產不得被徵為公用。 

6.被告有要求陪審團加速及公開審判的權利，被告有權知道原

告的指控、與證人對質且可以請律師協助。 

7.超過二十美元以上的訴訟案，以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8.禁止超額保釋金或禁止受到殘酷與異常的的處罰。 

9.人民保有的一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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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屬於州或人民，不得轉讓的權力。 

前十條修正案，就是著名的「權利法案」，於 1791 年增訂於憲法。

其餘的十六條修正案，是從 1791 至 1971 年增訂。 

11.規定聯邦政府的司法權力，不得審理此州公民控告他州的案

件，亦不得審理外國國民控告各州的案件。 

12.詳述總統選舉人在選舉人團中的角色與運作；同時也描述眾

議院選擇總統的機制及參議院選擇副總統的方式。 

13.廢除奴隸制。 

14.禁止任何一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就剝奪人民的生命、自

由與財產；國會眾議員名額的分配；發行公債的妥當性。 

15.不能以「種族、膚色或曾為奴隸」為理由，拒絕給與公民投

票權。 

16.授權國會制定聯邦所得稅法。 

17.參議員直接民選。 

18.在美國境內，禁止製造、銷售或轉運酒精飲料。 

19.選舉權擴展至婦女。 

20.總統與副總統任期，訂於一月二十日開始；眾議員與參議員

任期，訂於一月三日開始。 

21.廢止第十八條修正案。 

22.總統只能連任一次。 

23.哥倫比亞特區得選出選舉人參與總統選舉團。 

24.廢除聯邦選舉時的人頭稅規定。 

25.規定總統與副總統的繼任與代理。 

26.選舉權擴展至年滿十八歲者。 

 

憲法變遷：修憲與司法審查 

美國的制憲者雖希望其後代子孫永遠遵行該部憲法，但仍深知憲

法應該是現實的政治規範，絕不能和現實需要脫節，所以制憲者特於

憲法第五條中預先設計了憲法的修改程序，其主要的內容如下： 

國會在兩院各有三分之二的議員，認為有必要修憲時，得提出憲

法修正案，或各州有三分之二的州議會請求修憲時，國會應召開修憲

會議，提出憲法修正案。在這兩種情況下，只要各州有四分之三的州

議會批准，或修憲會議四分之三的代表同意時，即可生效，而且成為

憲法的一部份，至於採取何種批准方式，由國會議決。美國憲法的修

改截至目前為止，均採第一種方法，第二種方式不曾成功地通過憲法

修正案。由上述可知，美國憲法是一部所謂的「剛性憲法」，這裡的「剛

性憲法」是與所謂的「柔性憲法」（flexible constitution）相對而言，

指的是憲法的修改機關或修改的程序不同於普通法律。自美國憲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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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 年施行以來，以各種方式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共有五千件左右，而

最終獲得通過的至今只有二十六件，這部憲法的「剛性」由此可見一

斑。 

美國憲法之所以對它自身的修改設置了如此的障礙，其主要目的

自然是為了保證憲法的穩定性以及由此保證根據該憲法所建立的政治

制度之穩定性，同時也保護了少數人的特殊的權利。 

此外，美國的修憲並非毫無限制，從美國憲法觀之，至少有兩項

限制：第一，任何一州，非經其同意，不得剝奪其在參議院的平等投

票權；第二，非經有關當事州的同意，不得變更其管轄區域。 

除了憲法的正式文本及修正案外，美國最高法院的一些重要的判

例和其所作出的司法解釋也具有類似憲法的地位和作用，這就是所謂

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制度，此制度對美國憲政發展的重

要性，誠如美國憲法學者柯威恩 (Edward S. Corwin)和帕特森

(J.W.Peltason)所言：「要研究美國憲法，在很大意義上來說，就是研

究司法判決和觀點。」(廖天美編譯，頁 42)所謂「司法審查」制度乃

謂法院於審判訴訟案件時，對於所涉及的法令得予以審查其是否與憲

法精神相符，倘與憲法義理相悖，則法院得認定這一法令為違憲，進

而否認其效力並拒絕適用。美國法院得審查者不以國會制定的法律為

限，總統的行政措施亦在內；所謂法院亦不以聯邦法院為限，各州法

院亦包括在內。(羅志淵，頁 226)事實上，美國憲法本身並無明文規

定司法審查制度，此一制度之確立，實自 1803 年聯邦最高法院院長馬

歇爾(Chief Justice John Marshell)之審判馬布利控告麥德遜案

(Marbury V. Madison)，該案成功地確立憲法問題是一個可用司法手

段解釋的問題，亦由於此制度之確立，使美國不必透過修憲方式，也

可達到使憲法適應環境變遷需求的目的。因此，這也是美國修憲並不

頻仍的主因之一。 

結語 

美國修憲並不頻繁，美國憲法條文簡潔，能適應變化萬千之社會

並隨時代之演進而發展，是其主因。另靠國會立法的補充、行政的措

施及政治慣例等（羅志淵，頁 70），均是使美國憲法不必透過修憲而

歷久彌新的方式。憲法固然珍貴，而更珍貴的是體認憲法精神而落實

於憲政中；制度運作良窳，關鍵在遵守制度的人與尊重制度的精神。

他山之石可攻錯，美國憲法內容、精神、憲政變遷的方式及修憲程序

的設計，凡掌握國政、參與決策者，豈能不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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