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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构建立法学学科的基本架构，全面和深入地阐述这一架构中的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和
立法技术三大要素的著作。
作者揭示了立法学是一门兼具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两方面诸多优点的学问；阐明了立法学成果有直接
应用价值因而对理论法学而言是应用法学，立法学成果能指引立法走向科学因而对应用法学而言又是
理论法学；证明了立法学的发展，对增强应用法学的理论性，提升理论法学的应用价值，可以提供积
极而富有成效的经验和教益。
贯穿全书的目的主线是通过这样两个侧面展开的：既注重探讨和阐述立法原理、制度和技术中的基本
问题，帮助立法学的研习者系统掌握立法学这一学科的基本范畴、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以填补法学
知识结构中的空白；也注重提出、研究和阐述中国立法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新问题，
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来探讨、研究和阐明立法过程中的创意、决策和运作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以直接服务立法机构和立法人员的立法实践。
本书是在总结和发展作者此前一系列立法学著作和教科书的基础上精心撰写的，是反映作者过去和现
在
的立法学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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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旺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
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
在国内率先创建立法学学科并取得成功。
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奖、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北
京市科技进步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北京大学优秀主干基础课程奖等十多项奖励，并两次当选北
京大学十佳优秀教师。
独著著作主要有：《立法学》、《立法论》、《规范性文件起草》、《法理探索》、《法理学》。
合著和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关村立法研究》、《当代中国立法》、《立法研究》（第1—6卷）、《
中国法律制度》。
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万字以上长篇论文近百篇。
主张法学应当经世致用，注意参与中央和地方立法，担任多家省市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法制或立法顾
问，以其立法理念为法治国家建设服务。
由周旺生担任专家组组长、首席顾问、起草小组负责人之一的中关村立法，以其一系列制度创新，为
诸多立法提供了先行性经验，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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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作为学科的立法学
第二节 立法学的价值和地位
第三节 立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四节 立法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编 立法原理
第二章 立法原理总论
第一节 何谓立法原理
第二节 立法的基本范畴
第三节 立法的物质基础
第四节 立法与利益、治国和秩序
第三章 立法的概念
第一节 立法概念释义
第二节 立法的外延、内涵和定义
第三节 立法和法的创制、制定、制订、拟订
第四章 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第一节 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 中国立法的指导思想
第三节 中国立法的基本原则
第五章 立法的国情根据
第一节 立法与国情的一般理论
第二节 立法对国情的依赖性
第三节 国情因素对立法的作用
第四节 中国立法与中国国情
第六章 立法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立法法与其历史环境
第二节 当代中国立法的发展
第三节 立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
第四节 立法的历史类型
第二编 立法制度
第七章 立法制度总论
第一节 何谓立法制度
第二节 立法制度与立法体制
第三节 中国现行立法体制
第四节 中国立法体制的改革
第五节 立法活动过程
第八章 立法主体
第一节 立法主体概述
第二节 立法机关：主要的立法主体
第三节 立法机关的三大主体
第四节 国家元首、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第五节 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
第九章 立法权限
第一节 立法权概述
第二节 立法权和国家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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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立法权的归属和范围
第四节 明示立法权和默示立法权
第五节 国家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政府立法权
第六节 立法权之间的关系
第十章 立法程序
第一节 立法程序概述
第二节 提出法案
第三节 审议法案
第四节 表决和通过法案
第五节 公布法
第十一章 中央立法
第一节 中央立法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
第三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
第四节 国务院立法
第五节 国务院部门立法
第十二章 地方立法
第一节 地方立法概述
第二节 一般地方立法
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第四节 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立法
第十三章 授权立法
第一节 何谓授权立法
第二节 授权立法制度
第三节 中国授权立法
第十四章 立法监督
第一节 立法监督原理
第二节 立法监督制度
第三节 中国立法的批准、备案和审查
第四节 中国立法的改变、撤销和裁决
第十五章 立法和法的解释
第一节 法的解释原理
第二节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
第三节 中国法律解释运作制度的完善
第三编 立法技术
第十六章 立法技术总论
第一节 何谓立法技术
第二节 立法技术与立法、法制和社会发展
第三节 立法活动运筹技术
第四节 法的结构营造技术
第十七章 立法方法、策略和要求
第一节 立法的一般方法
第二节 立法的基本策略
第三节 立法技术的其他要求
第十八章 立法预测、规划和决策
第一节 立法预测
第二节 立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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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立法决策
第十九章 法案起草
第一节 法案和法案起草
第二节 法案起草人
第三节 法案起草的过程和步骤
第四节 委托起草和合作起草
第二十章 法的构造
第一节 法的结构的要件和类型
第二节 法的名称
第三节 法的内容
第四节 目录、标题、序言、括号和附录
第五节 卷、编、章、节、条、款、项、目
第六节 立法语言文字
第二十一章 法的总则、分则和附则
第一节 法的总则
第二节 法的分则
第三节 法的附则
第二十二章 立法的完善
第一节 法的修改和补充
第二节 法的废止
第三节 法的清理
第四节 法的汇编
第五节 法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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