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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9B_E8_8A_82_E4_c36_50829.htm 社会主义法的创制的

基本原则，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本质要求和立法科学要求的关

于社会主义法创制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工作准则。根据我国立

法法的规定，我国进行法的创制应遵循以下原则。一、 遵循

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内容居于最核心

的地位，宪法规范居于最高地位，具有最高效力。宪法中所

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体现，也是社会

主义法律制度建设基本规律体现。因此，宪法的基本原则，

是我们进行法律创制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二、法制统一原

则法制统一是指法律体系的内容协调一致，集中表达人民的

共同利益和意志；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在效力上层层服从和

遵循，统一于宪法规范。法制统一原则包含两方面的要求，

即法律体系内容的统一和法律体系形式的统一。 法律体系内

容的统一，是指在横向关系上，各部门法所表达的意志内容

和利益内容，相互间是协调的，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在纵向

关系上，各层次规范所表达的意志和利益内容，是层层从属

的，具体利益从属于根本利益，局部利益从属于整体利益。

横向各部门法和纵向各层次规范所表达的意志利益内容的总

和，是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的完整表达。法律体系形式的统

一，指的是部门法规范的协调和不同效力位阶法律规范的协

调。 部门法规范的协调，首先要求各部门法规范的总和能够

覆盖所需要调整的重要社会关系，并且其所规定的权利义务

不能存在冲突；其次，要求实体法与程序法相应，保证有权



利就有权利实现的方式和程序，有权利，就有权利救济的方

式和程序。不同效力位阶法律规范的协调，要求的是下级规

范必须服从上级规范，下级规范对权利义务所作的规定，不

得溢出上级规范授权规定的范围，更不得与上级规范相冲突

。三、民主原则立法的民主原则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立

法的内容必须表达人民的意志；二是立法的过程必须保证人

民的参与。 立法的民主原则直接源于我国国家的性质。我国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

我国的立法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必须保证人民通过多种途

径立法活动。要贯彻立法的民主原则，我们必须在立法活动

的形式上处理好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四、从实

际出发、科学立法的原则这一原则所要求的是法的创制的科

学性。所谓法的创制的科学性，指的是法的创制必须反映客

观规律的要求。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法的创制必须符

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法的创制必须符合法律调整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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