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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法学教程》由徐向华教授编著。
全书共分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和立法技术三编十二章，吸收了当前法学界关于立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结构、体例等方面精心设计，力求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阅读相结合、教
师讲授与学生自查相结合。
《立法学教程》在每章前后均列出&ldquo;本章提要&rdquo;、&ldquo;小结&rdquo;，便于教师安排讲课
内容，同时以&ldquo;教学目标&rdquo;的形式，明确学习者应当能够达到的学习目标。
另外，每章附有相关问题、案例或事例以供讨论，方便学习者能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对立法实践中的
问题进行分析思考。
本教材适合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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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向华，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一五”863计划重大项目课题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等10余个项目研究，在《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两大刊物上发表论文近10篇，独著、合著
图书6部。
自1994年以来，参与或者论证中央和地方立法185部，提交近40篇决策咨询报告或者论证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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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立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体系第二节立法学的研究价值第三节立法学的研究方法小结第一编
立法原理第一章立法概念第一节立法概念概说第二节立法概念的外延第三节立法概念的内涵小结第二
章立法决策第&mdash;节立法决策概述第二节立法决策的主要类型第三节立法决策的核心内容小结第
三章立法原则第一节立法原则概述第二节我国的法定立法原则小结第二编立法制度第四章立法主体第
一节立法主体概述第二节立法机关第三节其他立法主体小结第五章立法体制第一节立法体制概述第二
节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第三节中央行政机关的立法权第四节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立法权第五节
授权立法权小结第六章立法程序第一节立法程序概述第二节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第三节行政机关的立
法程序小结第七章立法解释第一节立法解释概述第二节我国的立法解释小结第八章法的效力等级第一
节法的效力等级概述第二节我国法的效力等级及其完善小结第九章立法监督第一节立法监督概述第二
节立法监督体制第三节我国的立法监督小结第三编立法技术第十章立法技术概述第一节立法技术的界
定及种类第二节立法技术的功能和作用小结第十一章法律文本的设计技术第一节法律文本设计的基本
任务第二节法律文本设计的主要环节第三节法律文本设计的一般原则第四节法律文本设计的若干方法
小结第十二章法律文本的表述技术第一节法律文本的语体及其表述技术第二节法律文本的结构及其表
述技术第三节法律文本的内容及其表述技术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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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法原理是关于立法的基础性、普遍性规律的理论表现，是立法学体系中其他组成部分的理论
基础，并对立法实践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立法原理不同于立法理论。
立法理论是所有立法现象的观念表现形式的总称，其范围大于立法原理。
而立法原理是立法理论中主要的、基础的部分，具体包括立法概念论、立法原则论以及立法决策论等
内容。
立法制度是各类立法主体进行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所有准则的总称，是一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涉及立法主体设置制度、立法权限配置制度、立法程序运行制度、立法结果监督制度、立法解
释制度以及法的效力等级制度等内容。
立法技术是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各类技术性规则和操作技巧的总称。
在立法活动展开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立法活动需要运用不同的立法技术。
因此，立法技术又包括立法表现技术（设计技术）和立法表述技术两大类，分指在立法设计阶段和立
法表述阶段所运用的立法技术。
其次，立法学体系又可从不同角度划分为各类不同的立法学分支学科。
从立法现象的一般与特殊关系之角度，可以分为立法学总论和立法学分论。
立法学总论是指对立法现象的一般性研究。
其研究对象具有一般性、综合性和基础性，研究结果也具有概括性、普遍性和指导性，在立法学研究
中具有方法论的作用。
立法学分论则是指对不同领域的立法现象的研究。
具体而言，立法学分论的研究又可以在两个系统内展开：或是以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为主线，研究民
事立法、刑事立法、经济立法、行政立法、军事立法、科技立法等不同领域；或是以立法体系和法律
渊源为主线，研究宪法的制定、法律的制定、行政法规的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等等。
立法学分论是立法学总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具体立法制定过程中的直接体现，是对立法学体系的极大
丰富和具体化。
从立法现象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之角度，可以分为立法史学和现实立法学。
立法史学又可衍分为立法制度史学和立法思想史学。
立法制度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同时制度的演变又体现了一定社会中立法思想的发展。
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立法制度及立法思想均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对立法史的研究能够为理解立法发展规
律和认识现实立法现象提供基础性知识。
现实立法学则是以现存的各种立法现象为研究重点，是各国立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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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法学教程》共分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和立法技术三编十二章，每章均列出本章提要、教学内容和
学习目标便于教师安排授课帮助学生明确学习要点；每章结束附有思考题、案例分析以及课外阅读文
献。
本教材适合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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