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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9793.htm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１３日）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

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现转发给你

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具体安排，组织实

施。 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是一项重大的社

会教育工程。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和监督

，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要以宪法为核心，

以专业法为重点，坚持学用相结合的原则。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带头用法。一切

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要积极参加普法学习。不断增强法

律意识。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保证我国政

治、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中央宣传部 司法部 关于在

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 从一九八六年开

始实施的第一个全民普法五年规划，在党中央、全国人大、

国务院和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经过各方

面的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

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巩固和

发展第一个五年普法工作的成果，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有必要从一九九一年起，在

全体公民中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一、指导

思想与要求 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的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

下，深入学习宪法，有针对性地学习国家基本法律常识，有

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部门地学习专业法律知识，进一

步提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促进各项

事业的依法管理，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制环

境，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具体要求是： 

（一）深入普及宪法和有关法律常识，在广大公民中强化宪

法观念，提高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自觉性，坚定

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促进国家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县、团级以上领导干

部除了学习掌握与自己主管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外，

还要学习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学习宪法学理论，树立依法治

国和依法办事的观念，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自觉性和

能力。 （三）各行各业的干部要熟悉本行业、本单位负责执

行的以及同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自觉依法办事。 

（四）广大群众要基本了解同自己工作、生产和生活密切相

关的法律常识，做到依法行使公民的权利和依法履行公民的

义务。 （五）大、中、小学校要进一步完善学校的法制教育

体系，努力实现法制教育系统化，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 （

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法用法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推

动依法治乡、依法治县，依法治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依

法治理以及行业依法治理的试点工作，培养一批依法管理各

项事业的先进典型。二、对象 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对象是

：工人、农（牧、渔）民、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军人、

个体劳动者以及其他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重点对象

是：县、团级以上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军高级干



部；执法人员，包括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特

别是大、中学校的在校生。三、主要内容 （一）在全体公民

中继续深入学习宪法。认真学习行政诉讼法、义务教育法、

集会游行示威法、国旗法以及全国普法主管机关确定需学习

的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选学第一个五

年普法期间已经学过的“十法一条例”的有关内容。 （二）

各地区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在本地区内选学的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注意选学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水法、矿产资源法

、军事设施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法、食品卫生法

以及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法律、法规。 （三）各部门、各系统

根据业务需要，有重点地学习同工作、生产相关的法律知识

。 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还要学习有关组织法和选举法，

各级党政机关还要学习有关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各

级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科技部门还要学习保密法，各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劳动者还要学习国家税收方面的法律

、法规。四、步骤 第二个五年规划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实施，

到一九九五年结束，大体分三步进行。 （一）准备工作。从

现在开始，着重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本规划的要

求，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普及法律知识

的具体规划。各地区的普法规划要报上一级普法主管机关备

案。各部门、各系统的普法规划，由国务院各部、委、局制

定，送全国普法主管机关备案。二是进行思想发动，动员全

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干部和执法人员积极参加普及法律知识的

学习。三是编写普及法律知识教材。四是进行试点工作。五

是培训宣传骨干。 （二）组织实施。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各

地区，各部门、各系统要按照本规划和各自具体规划的要求



，有计划、分步骤、分期分批地组织实施。实施工作要从实

际情况出发，不搞一刀切。 （三）考核验收。各地区、各部

门根据普及法律知识工作的进展情况，自行组织考核验收。

全国普法工作的考核验收，在一九九五年下半年进行。 对干

部的考核标准是：（１）对规定学习的法律知识比较熟悉，

经考核合格。（２）能够运用所学的专业法律知识管理自己

的本职工作。（３）掌握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 

对群众的考核标准是：（１）对规定学习的法律常识基本了

解，经考核合格。（２）懂得正确行使公民的权利和自觉履

行公民的义务。 对单位的考核标准是：（１）参加法律学习

并经考核合格的人数达到应参加学习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２）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基本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 各地

区、各部门可根据这些考核验收规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制定更加具体的考核标准，确定考核的具体方法。五、方

法 （一）坚持面授为主。各地区、各部门、各系统要根据实

际情况，创造条件，采取不同形式上法制课。 党政机关、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可组织定期讲课和在职学习，也可集中

一段时间，举办脱产或半脱产的短训班。 在农村，凡有条件

的地方都要利用业余法制学校或夜校等阵地，向干部群众讲

授法律常识；也可以利用农闲时间集中学习；还可以采取干

部包片、党员包联系户、宣传员送法上门等形式学习、宣传

法律常识。 各级党校、团校以及各类干部学校，都要把法制

教育课程作为必修课，列入教育计划。 （二）充分发挥各种

宣传舆论工具的作用。电视、广播、报刊要有计划地宣传法

律知识，继续健全普法宣传阵地。广泛运用各种为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展法律知识的普及活动。注意发挥文化馆



、青（少）年宫、俱乐部以及乡镇文化中心等群众文化阵地

的作用，寓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于各种娱乐活动之中。继续

办好法制宣传橱窗、板报、画廊、图片展览以及法律知识竞

赛、法制演讲和法制宣传日（周、旬、月）等各种活动。六

、组织领导 普及法律知识在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的统一领

导和监督下，由党委宣传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实行统

一管理，分别实施，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类指导，充分

发挥普法主管机构和各业务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全国普法主

管机关负责制定全国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协调、指导各地

区，各部门、各系统规划的实施；发现培养典型，总结经验

，推动总体规划的实施；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规划的执行情

况；负责对各系统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普法工作进行

考核验收。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制定本系统干部群众

学习专业法律、法规的规划，并在全国普法主管机关的协调

、指导下组织实施；编写教材，总结经验，培养典型，对下

级业务部门专业法的学习进行督促检查；配合地方普法主管

机关管理本系统学习专业法的工作；负责本机关干部的法制

宣传教育工作。 各地方的普法主管机关根据全国总体规划和

本地实际情况，负责制定地方规划并组织实施；协调、指导

地方各部门、各系统实施本部门、本系统的中央主管机关制

定的普法教育规划；督促检查本地区所辖各部门普法工作的

开展，总结经验，培养典型，对本地区的普法教育规划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为了保证普法工作顺利进行，各级党委

、人大和政府应切实加强领导和监督，健全和加强普法领导

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普及法律知识所需的经费和必需的宣传

设备，由各级党委、政府尽可能予以解决。 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普法工作，由中央军委根据本规划部署安排，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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