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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宫北侧，景山东麓，一座静谧的院落。
蕴藉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辉煌与典雅的土地上，流淌着中国法律理论的潺潺清泉，燃烧着法治思想
的不息火焰。
多年来，尤其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法律学者在这里辛勤劳作，各领风骚，用他们的心
血和智慧，谱写了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不朽篇章。
为了记载和激扬法治学问，推动法治，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设立“中国法治论坛”
系列丛书。
一方面，重新出版最近20余年来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论文集，如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关于人治与法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起草新宪法以及法律阶级性等问题的专项讨论，90年代初以来关于人权、市场
经济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司法改革、WTO与中国法、环境保护、反酷刑、死刑存废等问题的专项讨
论；另一方面，陆续编辑出版今后有足够学术含量和价值、比较成熟的国际国内相关研究项目和会议
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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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召开了“新中国法治建设与法学发展六
十年”理论研讨会。
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与法学发展的历史回顾、法治建设与中国国情，法治建
设与中国模式、法学发展的中国特色、中国法治建设与法学发展前瞻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新中国法治建设与法学发展60年》是此次研讨会论文的精华荟萃，内中颇多真知灼见。
书中的基本观点和重要史料，对于反思60年新中国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发展历程、深刻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对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法学、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
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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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综述刘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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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把享有国家立法
权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进一步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
和工作的需要，有权修改现行法律中已经不适用的条文。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无地方立法权。
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54年宪法规定，国务院的行政立法职权包括：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
命令；审查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和命令的实施情况；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改变或
者撤销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
当的决议和命令。
国务院的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在本部门的权限内，根据法律、法令和国务院的决议、命令，可以
发布命令和指示。
据统计，从1954年宪法颁布到1979年，包括各种意见、办法、命令、决议、决定、通知、报告、答复
、办法等在内的中央立法共1115件，年均42件，地方因无立法权所以记录为零。
①中央集权的立法体制强有力地保证了中央对全国各项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
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全面发展。
（三）从1982年宪法颁布至今的立法体制中国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
需要，改变中央立法集权的被动状况，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
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的宪法、法律、政
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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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法治建设与法学发展60年》：中国法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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