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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
为推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如期形成，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于今年6月召开了全国“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研讨会。
会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部门法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等专题，进行了广泛
探讨，提出了诸多重要见解。
本书是研讨会的论文集。
它的出版，对于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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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相关制度的缺失（一）缺失具有拘束力和可操作性的草案会签制度应当肯定，国家机构改
革的尚未成熟以及部门职责划分的尚未定论是现阶段配套主体自行变更的重妻因素。
然而，配套立法主体的偏离与草案会签制度的瑕疵亦不无关联。
客观而言，草案会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部门不当利益的戒断，有助相关主体积极履行配套义务。
然而，该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取决于自身的缜密设计。
在有些地方，草案会签成为一项可操作的法定制度，也成为一项附责任的强制义务。
《河北省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分别对起草部门、会签单位和省政府法制部门的会签职责作
出了具体规定，即“起草部门草拟法规、规章草案后，⋯⋯涉及相关部门、地方职责或利益的，应当
请相关部门、地方会签。
会签单位应当对草案认真研究，提出同意或修改的意见，经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按起草部门的要
求及时反馈”，“需要会签而未经会签的法规、规章草案，省政府法制机构不予受理”，“起草部门
向省政府法制机构报送法规、规章草案，应当包括下列材料或内容：⋯⋯有关部门、地方会签意见原
件及处理情况说明”，“省政府法制机构初审修改后的法规、规章草案，需要征求有关部门、团体和
地方意见的，法制机构应当组织会签。
会签部门应当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经部门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按要求的时间反馈。
因故不能按时反馈意见的，应当及时向省政府法制机构说明理由。
”相比之下，部门规章起草中的征求意见制度过于简陋。
尽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6条第1款也规定“起草部门规章，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职责或与国务
院其他部门关系紧密的，起草单位应当充分征求国务院其他部门的意见”，但其既缺乏“征求意见”
的方式，也疏漏不作为的后果。
如此，由法定的多个配套主体衍变为实际的单一制定主体之现象也就难以借助立法程序制度予以防范
和杜绝。
（二）缺失全程化的配套立法衔接和跟踪机制首先，立法规划和计划编制阶段缺少配套立法的衔接机
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和工作计划时，并不要求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在提出立法项目之时就
是否需要以及何时出台配套规定提出意见，以致配套立法的“发包方”和指定“承接方”之间存在脱
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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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形成》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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