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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6_B3_95_E7

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785.htm 基本内容 一、立法的概

念 （一）立法的涵义 立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

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及认

可法律的活动，是将一定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活动

，是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进行第一次分配的活动。立法有

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立法概念与法律制定的涵义

是相同的，泛指一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各种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活动。狭义上的立法是国家立法权意义上的概念，

仅指享有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即国

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依法制定、修改和废止宪法

和法律的活动。 （二）立法的特点 立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立法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活动；第二，立法是一项国家

职能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有效调控；

第三，立法是以一定的客观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们的主观意

志活动，并且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第四，立法是产生具

有规范性、国家强制性的普遍行为规则的活动；第五，立法

是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的专门活动；第六，立法是对有

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制度性的分配，是对社会资源的第一次分

配，反映了社会的利益倾向性。 二、立法体制 （一）立法体

制的涵义 立法体制包括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机关的设置和

立法权限行使各方面的制度，主要为立法权限的划分。 （二

）当代中国的立法体制 当代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根据我国《

宪法》的规定，我国的立法体制是一元性的立法体制，全国



只有一个立法体系 ；同时又是多层次的。在我国，根据《宪

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

法权，制定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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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辖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

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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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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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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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

章。此外，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

度（包括立法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三

、当代中国立法的原则 立法原则是指导立法主体进行立法活

动的基本准则，是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我国《

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为： （一）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

本原则 （二）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三）立法应

当体现人民的意志 （四）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

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 由此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立法的

原则为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 1.法治原则 立法的

法治原则要求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符合宪法

的精神；立法活动都要有法律根据，立法主体、立法权限、

立法内容、立法程序都应符合法律的规定，立法机关必须严



格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2.民主原则 立

法应当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确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

；应当通过法律规定，保障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表达自己的意见；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应具有开放性、透

明度，立法过程中要坚持群众路线。 3.科学原则 立法应当实

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的客观实际状况，根据客观

需要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立法工作，

注意总结立法现象背后的普遍联系，揭示立法的内在规律；

应十分重视立法的技术、方法，提高立法的质量。 四、当代

中国立法的程序 立法程序，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制定、修改

和废除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认可法律的法定步骤和方式

。我国的《立法法》对当代中国立法的程序进行了基本的规

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程序主要有以

下四个步骤，即法律议案的提出、法律草案的审议、法律草

案的表决和通过、法律的公布。 1.法律议案的提出 提出法律

议案（又称立法议案），是立法程序的开始。法律议案是指

依法享有法律议案提案权的机关或个人向立法机关提出的关

于制定、修改、废止某项法律的正式提案。法律议案一经提

出，立法机关就要列入议事日程，进行正式审议和讨论。提

出法律议案的关键是谁享有法律议案的提案权。在我国，根

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下列个人和组织享有向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提出法律议案的提案权：（1）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30人以上

或一个代表团可以提出法律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0人

以上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议案。（2）全国人大主

席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议案。全国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

律议案。（3）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

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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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