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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立法 一、立法的概念 立法是特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

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除和认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立法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立法，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及

其常设机关依照法定职权、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除和

认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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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体制是指立法权限的划

分。立法体制是与国家性质相联系的。 （1）立法权在所有

的国家权力中居于核心地位。（2）根据享有立法权的主体和

形式的不同，立法权分为国家立法权、地方立法权、行政立

法权和授权立法权。 （3）我们国家的立法体制是一元多层

次的立法体制，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是单一制国家，因此我们

的立法是统一的、只有一元的，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我们

国家整个来说又是多层次的，中央也表现为多层次，地方也

是有不同层次、类别。 三、立法原则：必须是合宪合法、实

事求是、民主立法、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立法法》规



定的四个原则：第一，遵守宪法，合宪性；第二，依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第三，体现人民意志；第四，从实际出发。 四

、立法程序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法定程序，制

定、修改、废除和认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中法定的工作

和方式。我国《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

程序： 1．法律议案的提出：三类人和团体可以向最高权力

机关及其常设机关提出法律议案，一般的民众只能提出制定

法律的建议，提出议案是一个特定的有权的机构和个人才能

进行的活动。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30人以上或者是

一个代表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委员10人以上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第二类，

全国人大的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议

案，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比如司法内务委员会、教科文卫

委员会等，可以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议

案；第三类，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

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2．法律案的审议

：一般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第

二个阶段，立法机关全体会议的审议，根据我国《立法法》

的规定，一般的说列入常务委员会议案的一般的是经过三次

常务委员会的审议，再交付表决，通常叫三读通过。 3．法

律的表决和通过：关键是获得法定数目以上人的赞同。我国

宪法的修改要有2/3以上的代表的同意，法律草案要有过半数

的代表同意，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是指全体代表，全体

代表的2/3，还有全体代表的过半数。有几个概念，一个叫全

体代表，一个叫出席代表，一个叫到会代表。 4．法律的公

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下列哪项属于



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的事项？ A．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

定的事项； B．执行部门规章的事项； C．诉讼和仲裁制度

； D．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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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