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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_E6_B3_95_E

7_90_86_E5_AD_A6_E8_c80_203646.htm 第四章、法律制定 本

章去年出了判断题，今年若出题，仍可能以判断题、选择题

为主。 #1、法律制定的概念和特征★来源：www.examda.com 

一、法律制定 是指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制定法律，也包

括认可法律。 二、特征， 1、立法活动是国家的专有活动，

其职能是由有权的国家机关进行。 2、法律制定是有立法权

的国家机关、经授权的国家机关进行的法律制定活动，此处

“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应作狭义上理解。 3、法的创制包

括制定和认可两部分，而修改、补充、废止都是制定的特殊

形式。 4、法的制定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活动 三、立法体

制★ 立法体制即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 立法体制包含三方面

内容：立法权限划分的制度，这是立法体制的核心问题；国

家机关的设置和立法程序。影响立法体制的因素包括： 1、

政体：例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为民 主制和议会制。 2、国家结构形

式：即单一制或联邦制。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我国

立法权限划分为：中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和常

委会，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及所属行政部门。地方一级：地方

各级人大和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可制定自治性法规，特区

也被赋予这些权力，地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制定规章

。即 “一元、两级、多层次”。 #2、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

论述、简答）★ 试述法律制定的原则是什么？来源

：www.examda.com 一、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贯彻于整个立



法活动过程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则。 二、法律制定的基本原

则：立法者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即指导思想

在立法活动中的具体化。 三、重点原则：论述时需进一步展

开 1、法律制定的科学性原则，包括理性化、合理化、主观

要符合客观。 2、法律制定民主性的原则，民主是少数服从

多数，在立法上民主则是多数人所通过的。在 民主的法律体

制内提供一个平等的机制。有自由表达的机会。 3、稳定性

、连续性和适时性相结合原则。 4、法律制定的合宪性和法

制统一的原则。合宪性：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符合宪法的精

神 ，内容和程序上的合宪性。法制统一：立法权是划分的，

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和全国人大 ，不同机关制定的法制是

统一的。 #3、法律指定的程序（可出简答）★ 1、定义； 2、

四个过程：提出、审议、表决、公布 #4、法律效力来源

：www.examda.com 法律效力的指法律在什么范围、对什么人

、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有效，此外还有法律的溯及力问题

。法律效力也称法律的适用范围，它包括： 一、法律对人的

效力（简答），指的是法律对哪些人适用，包括中国人和外

国人。 二、法律的空间效力（简答），指的是法律在哪些空

间范围内发生的效力。 三、法律的时间效力（简答），指的

是法律什么时候生效，什么时候终止。★ 法律的溯及力：指

的是新法律颁布以后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是否适用，若适用则

有溯及力 ，不适用则无溯及力。我国采用“法律不溯及既往

”的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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