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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C_E8_8A_82_EF_c25_21248.htm 五、法律监督 法律监

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律监督，泛指一切国家机

关、政党、团体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合法

性进行监督。法律监督并非法律运行的一个独立环节，它贯

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每一个环节中，是保证法律

有效实现的一个基本机制。狭义上的法律监督指特定国家机

关依法对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环节的合法性进行监

督。下面关于法律监督有关问题的理解和说明，是就其广义

而言的。 法律监督由三个要素构成：主体、客体、内容。 主

体指“谁监督”的问题，主要包括三类：（l）国家机关，包

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2）政党或其他政

治团体、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3）公民。

客体指“监督谁的行为”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类：（1）国家

机关、政治或社会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根据现代法治

原则，这是法律监督的重点对象。（2）其他组织或公民的行

为。 内容指“监督什么”的问题，主要是行为的合法性。在

一定范围内，法律监督也包括对某些公共权力行为合理性的

监督，如审判机关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审查和变更

判决。法律监督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1）合法性原则。（2

）权利保障原则。（3）程序性原则。（4）公开性原则。 按

照监督主体的不同，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主要由国家监督和

社会监督两大部分构成。 国家监督主要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

、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 权力机关的监督由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主要包括立法监督和对宪法、法律

实施的监督。立法监督措对立法活动及其结果的合宪性、合

法性进行的监督，采用的方式通常有：批准、备案、发回、

宣布无效、改变或撤销等。实施监督的方式通常有：听取和

审议工作报告，组织视察或检查，质询和询问，选举和罢免

，受理申诉，改变或撤销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命令等。 行

政机关的监督主要包括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

的监督，以及对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合法性的监督。前者包

括一般行政监督和行政监察监督，后者主要是行政执法活动

，如工商、税务、环保部门对社会组织和公民守法情况的监

督等。 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包括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前者

是指人民法院对国象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执法、司法、守

法活动的监督，后者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公

职人员执法、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和刑事犯罪活动的监督。 社

会监督是由国家机关以外的政治或社会组织和公民进行的不

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监督，通常分为政治组织的监督、社会

组织的监督、社会舆论监督和公民的直接监督。 社会监督不

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但往往可以由此启动国家监督，同时

，社会监督通常可以调动道德强制力和法律的潜在威慑而发

挥积极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