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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概念 法律制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立法，是指一定的国

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

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种专门活动。一般也简称为法律的订

、修、废活动。这种活动，是将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阶级联

盟）的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成为规范性法律文件。 2．

指导思想和原则 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通常与一国的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法指

导思想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促进政治民

主、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谐，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现阶段我国立法活动的基本原则

主要有： (1）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为，立法要符合社会发

展规律、事物发展规律，符合时代精神和基本国情，法律规

范表述清晰、准确，内容合理，法律规范之间不矛盾。 (2）

民主性原则。主要体现为，立法过程遵循民主程序，立法的

目标为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立法的结果能最大程度地反

映民意。 (3）合宪性原则。主要体现为，立法活动在主体的

权限、法律规范的内容和立法程序上均符合宪法的规定。 3

．立法体制 立法合同制是指关于法的创制，权限上划分的制

度，即对一个国家中各国家机关及其人员制订、认可、修改

、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限进行划分的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法律规定，我国各级种类

国家机关的创制权限如下： 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



关的权限是：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

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

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

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

则相抵触。 ②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关的权限是：根

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

命令由国务院做出。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

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

章。 ③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权限是：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权

限通过和发布决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

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省、自治区人民政府

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可以

拟定本市需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提请省、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审议制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由于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

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

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白治

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④地

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限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

内，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发布决定和命令。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



规章。县以上人民政府的下属部门可以发布命令和指示。 4

．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是指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具有立法权

的国家机关创制、认可、修改和废止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程序步骤。狭义的立法程序，仅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创制

、认可、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广义的立法程序，则包括

一切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创制、认可、修改和废止所有规

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程序。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

关的立法程序，一般来说，包括以下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

段，立法的准备阶段。其中包括国家立法机关接受立法建议

和意见，进行立法的预测，立法规划的制定，立法参与人员

的选择，立法议案的形成和拟订、法律草案拟订和论证等，

还包括对于新的重大问题的探索、试验等。在立法工作中，

它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直接关系到立法的质量。 第二阶段

，法的形成或者法的确立阶段。其中，包括法律议案的提出

和审议，法津草案的审议，法律草案的通过和公布法律。这

是立法工作的核心阶段。①法律议案的提出和审议，是指享

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对于具有立法提案权的机关或人民提出

的法律议案进行审查和讨论。②法律草案的审议，是立法机

关对于根据已被通过的法律议案而拟订的法律草案，按照会

议的安排进行审查和讨论。③法律草案的通过，是指立法机

关对于法律草案做出同意的决定，把它确定为法律的步骤，

这是立法的关键性阶段。④公布法律，是立法机关或者国家

元首就已经通过的法律，为使公民知晓和遵守，而予以公布

。它是法律确立的最后阶段。 第三个阶段，法律的完备阶段

。其中，包括法的修改、废止，法的解释，法律规范性文件

的清理，法律汇编和法律编篡等。 二、法律实施 1．法律实



施的概念 法律实施，即法的实施，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社

会主义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和实现的活动，是法

作用干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它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而且还包括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

法律规范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把法律规范中设定的权利

和义务关系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转化为人

们的具体行为和活动。 2．法律实施的的内容 法律实施包括

执法和司法。 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行使职

权过程中，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

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

动。 3．行政执法 (1）行政执法的特征： ①执法的主体是国

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 ②执法的内容广泛，包括组织实

施宪法、法律、法规，以及运用行政强制措施保证组织实施

宪法、法律、法规活动的正常进行。 ③执法活动以国家名义

进行，具有强制性。 ④执法总体上具有主动性，可以由执法

主体单方面进行，大多数执法行为不必经过相对人的请求和

同意。 (2）我国的行政执法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①各级

人民政府，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

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其执法权力有：根

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

命令；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

各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其他全国性的行政工作；统一领导地方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的具体划分，等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

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在其区域范围内执行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②行政部门，即各级人民政



府中享有执法权的下属机构。可以成为行政执法主体的行政

部门主要有：工商、税务、金融、公安、物价、铁路、民航

、海关、交通、农业、林业、城建、外汇管理、土地管理、

房屋管理、烟草管理、技术监督、医疗卫生、劳动安全、商

标、专利、人事、教育、文化、新闻、广电、银行、统计等

。 ③事业组织，指那些因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管理社会公

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按照法律，法规由国家行政机关委

托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这些组织的执法权力来自

法律、法规或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授权，其权限范围以

授权为准，但超出法律、法规规定或委托范围的无效。 (3)行

政执法的基本原则： ①依法行政的原则。依法行政，是指行

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

并依据法律规定。 ②公平合理原则。公平合理，是指行政执

法行为在合法的同时，要尽可能做到公正、合乎情理。具体

表现为：执法机关执法时，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不

适当、不合理等显失公平的执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严格禁

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等等。 ③效率原则。效率原则是要求行

政执法要尽可能做到迅速、及时、准确、有效。三、法律适

用 法律适用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授权

或行政机关委托的社会组织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国

家权力，把法律运用到具体人或组织，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

一种行使权力的专门活动，它使具体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一定

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对违反法律者适用法律制裁。广义的法律

适用包括执法和司法，狭义的法律适用仅仅包括司法，即当

发生法律纠纷的情况时，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活动。 为了保

证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符合正确、合法、及时、合理、公正这



些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在适用法律规范

时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l)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

则。 (2)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3)司法机关依

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 (4)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国家赔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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