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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从1950年起就接触和具体从事法律工作。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时，我被调到人大常委会法律室工作。
“文革”期间受迫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加强立法工作，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制委员会，我又回到法制委
员会，后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一直工作到2003年离休。
可以说，因工作关系，我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全部历程，对此是深有感触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开始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
主义法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
并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进展，党中央与时俱进，对法制建设和立
法工作，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此，我国立法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新阶段的立法任务
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
管理方面的法律，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立法的重点是“要抓紧
制定关于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
。
同时，还要适时修改和废止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法律和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根据法制建设的进展，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在立法方面，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同时明确这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十六大报告对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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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进展，党中央与时俱进，对法制建设和立
法工作，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该书主要讲述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立法见证。
作者通过自身参加我国宪法、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行政、经济等方面一些法律的起草、制
定和修改，将一些重要的文稿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书稿中有作者对有关法律草案的说明、在立法工作上的讲话或发言、重要立法中的讨论情况（有中央
领导，专家学者，行政、司法部门工作人员等同志的发言、讲话、意见）。
书稿还附录部分人大委员长的重要立法讲话稿，附录我国近30年的立法活动记事表等有重要历史资料
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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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社会主义法制  充分认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意义，做好立法工作（1987年10月在第三期立法
工作干部培训班上）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1990年12月1日在中央党校）  新阶段的立法工作
（1993年学习党的十四大报告体会）  成绩显著、任务繁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情况和任
务（199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在十六城市立法工作会上的发言（1997年5月6日）  实行依法治国
，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立法工作——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体会（1998年9月人大工作通讯）  提高
认识，做好立法工作的几点体会（2001年11月8日在地方人大贯彻立法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就（2002年10月17日在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举办的党的十三届四中
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系列报告会上的讲话）  贯彻十六大精神，做好新时期立法工作
（2002年11月在各省、市立法工作会上的发言）  彭真同志是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2003
年1月彭真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回顾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意义
（2004年7月）二、宪法  宪法制定的过程（1985年5月6日在法工委、司法部举办的立法工作培训班上
的讲话节录）  新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规定（1992年8月宪法公布施行十周年）  宪法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法制讲座）  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要点（2002年12月4日）三、国家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
本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82年12月17日《法制日报》）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基本内容
（1987年12月）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
决定（草案）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1994年12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关于选举法、地
方组织法修改情况介绍（1994年12月27日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  全国
都要学习、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7年《民主与法制》）  关于如何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方略
和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两点建议〔1999年11月23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长（主任
）座谈会上〕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四、民事法律五、刑事法律六、诉讼程序七、行政方面的法律八、有关市
场经济方面的法律九、附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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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次贯彻立法法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各地人大的同志就如何贯彻立法法、做好立法工作，交流了经验
。
我以一个长期从事立法具体工作者的身份，结合我的亲身经历，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以及
如何从事立法工作，介绍点情况，谈点个人的体会，不代表组织，供同志们参考。
我想讲三点：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来之不易。
怎么加强法制建设，法制建设的内涵是什么，也是不断发展丰富的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大体可以分为
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
新中国一成立，就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建立人民的法制。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指示。
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第17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
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这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要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同志们知道，法是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有阶级性的。
法律不是什么社会都有的，原始社会就没有法律，只有当社会产生了阶级，阶级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
时候，才产生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法律。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基本原理。
大家还记得，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三大战役后，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了一个所谓的“求和声明”，
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定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
毛主席针对蒋介石的声明，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只有在“废除伪法统
和伪宪法”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和平谈判。
国民党的法是剥削、镇压广大人民的，是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废除国民党的法，怎么能建立人
民政权？
！
人民怎么翻身解放？
！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要建立人民的法制？
新中国成立后，与新中国成立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政权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中，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只能靠党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不同了，人民掌握了政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就要从依靠政策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
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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