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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要有法。
法乃如舟。
政府依法治国理政，公民依法办事，方能从人治之此岸到达法治之彼岸。
随着社会进步，民主亦更发展。
立法民主化，开门立法，已成必然。
然而越是如此，立法难度越大，要求越高。
越需要法学专家、学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关注和参与，也越
离不开专业立法人才。
需要由专业人才把公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要求用法律语言表达出来而为成文法。
培养专业的地方立法人才，建立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数量适应又稳定的队伍，实是紧迫而又有长远
意义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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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特稿切实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地方立法总论论地方立法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五个基本关系关于发挥人大在立法中主导作用的探讨健全和完善科学立法机
制的几点认识民主立法的实践与思考浅谈如何提高地方立法工作水平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要解决好的几
个问题浅议影响地方立法质量的几个问题地方立法各论搞好统一审议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发挥专门委员
会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谈专门委员会立法提案权的行使地方实施性立法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地方立法
应着重搞好实施类地方性法规对制定实施性地方性法规的几点思考执行性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思路当前制定执行性地方法规应当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执行性地方性法规应当注重增强执行力略论地
方立法的权限范围地方性法规立项的几点思考地方立法的不抵触原则地方性法规修改问题关于法规修
改方式选择的若干思考——以上海市地方立法实践为例地方性法规解释若干问题研究地方性法规清理
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浅议地方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关于提高政府部门立法起草质量问题的思考地方立法
论证的范围论略地方立法设定法律责任研究地方立法监督制度的优化设计地方立法新探地方立法中扩
大公众参与问题的思考创新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形式审议民主视野下的地方立法民主化之路社会管理
立法的路径调整及其制度构建——兼论近期上海两部社会管理立法的实践破解地方立法协调难题的实
践与思考谈地方性法规对私权利的保护东北三省立法协作机制研究沈阳经济区开展区域性立法协作的
模式与路径选择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地方立法问题探析地方立法实务从辽宁应对突发事
件立法谈执行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浅谈福建省文物保护地方立法的特色地方实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办法浅析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实践及思考寻找处理立法矛盾的最佳结合点——《长沙市城市道路
车辆通行若干规定》立法回眸地方立法经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地方立法工作积极推进
统筹城乡发展立法工作积极拓宽民主立法渠道大力打造民主立法品牌完善制度建设推进民主立法创新
工作机制  完善审查程序切实做好较大市地方性法规报批工作经济特区立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特
区立法创新民族地方立法运用立法权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若干思考把
审查工作贯穿自治县立法工作的始终地方行政立法对公众参与地方行政立法的思考广东推行公众参与
行政立法的实践与愿景国外地方立法日本地方立法述要地方立法书评地方立法研究的新成果——近几
年地方立法研究著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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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这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立法工作的最高概括和充分肯定。
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有四个标志：一是法律部门齐备。
现已基本形成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层级体系。
七个法律部门分别为：宪法及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
法；三个层级分别为：第一层级是法律和行政法规，第二层级是地方性法规，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第三层级是政府规章。
七个法律部门的齐备和三个层级的建立，反映了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二是立法层次分明。
在宪法的统领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政府规章等的制定分别由
不同的层级承担，其效力和施行范围等也各不相同，并且每一个层次都要受到其以上层级的制约。
三是职权结构协调。
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职权，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备案审查的程序、法律法规的效力、改变与撤销的
权力等，层次分明，结构协调。
四是法制体例科学。
宪法居于最高地位，依次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政府规章等，不同
层级的法律法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共同构成了科学、合理的法制体例。
随着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呈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其概括为八大特征，其中，在地方立法工作方面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和考虑的有四个
：一是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二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
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三是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四是国内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地方立法工作要适应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就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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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方立法研究(2009年卷)》是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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