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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5/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AE_89_E9_c67_255930.htm 第九章 立 法 一、

立法的概念 1.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章指的是广义的立

法，即法的创制，是指有权制定、补充、修改、废止、和认

可法律、法规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补

充、修改、废止、和认可法律、法规的活动。 2.当代中国的

立法机关及其权限 （1）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

法权，制定法律； （2）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

规，国务院下属的部委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 （3

）省、直辖市的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在不同宪法和法律、行政

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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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没有人大

常委会） （5）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

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

际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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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其人民政

府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章；（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 供） （6）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

，在不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的前提下，享有独立的立

法权。 3.当代中国立法的基本程序: （1）法律案的提出，这

是立法程序的第一步。 （2）法律草案的审议，这是立法程

序中关键一步。 （3）法律草案的表决和通过，这是立法程

序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4）法律的公布，立法程序中



不可缺少的最后一步，是法律生效的前提。法律通过后，凡

是未经公布的，都不能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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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