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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立法

【章节提要】

本章的重要考点为立法的原则、立法的程序以及《立法法》的修改。学习本部分知识，考生要结合我国立法的

实际状况进行理解性记忆。此外，考生要掌握我国实行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的原因。

一、单项选择题

1.以下选项不是立法原则的是（ ）

A.合宪性原则 B.科学原则

C.合理性原则 D.民主原则

2.立法的方式不包括（ ）

A.创制 B.认可

C.修改 D.停止

3.我国《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 ）以上的多数通过

A.1/2 B.2/3

C.全部 D.3/4

4.关于法律制定程序的理解，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法律草案的提出是立法程序中的首要环节

B.法律草案的审议阶段有二：第一，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第二，立法机关全体会议的审议

C.法律草案的表决和通过是法律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D.法律通过后，不经公布有一些法律也会产生法律效力

5.以下关于我国的立法体制，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是既统一而又分层的立法体制

B.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是集中了二元立法体制和一元立法体制两种立法体制的一些特点，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

况确定的

C.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不是联邦制，这决定了我国的立法权必须相对分散到每个部分

D.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情况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立法不能全部集

中在中央，必须给民族自治地方一定的立法权，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适应各地的不同情况

6.下列关于立法权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与全国人大享有同等地位的立法权

B.并非所有的国家机关都享有立法权

C.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不一定享有同等的立法权限

D.并非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都有立法权

7.关于法的制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法的制定是国家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的活动

B.法的制定只包括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不包括修改、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C.通过法的制定这种方式创制的法律规范称为不成文法

D.通过这种法的制定方式创制的主要是习惯

8.经济立法、民事立法、行政立法活动是根据（ ）进行的划分

A.创制法的机关的地位不同

B.创制法的机关的性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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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法的制定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同

D.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同

9.有权制定行政法规的是（ ）

A.国务院 B.国务院各部委

C.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D.省级人民政府

10.根据立法活动的定义，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立法活动的是（ ）

A.法的制定 B.法的修改

C.法的废除 D.法律汇编

11.关于立法，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立法包括法律的创制、认可、修改和解释，不包括法律的废止

B.邓析制“竹刑”，说明立法主体不仅限于特定的国家机关

C.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立法权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力

D.国家结构形式对一国立法体制形成的影响不大

12.《立法法》第 70 条规定，行政法规一般由（ ）签署公布令

A.国务院总理

B.全国人大主席团

C.国家主席

D.行政法规涉及的相关行业部委

13.国家最重要、最根本的职能是（ ）

A.立法职能 B.行政职能

C.司法职能 D.保障职能

14.我国立法的体制是（ ）

A.一元立法体制

B.二元立法体制

C.多元立法体制

D.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15.立法必须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一表述体现了立法活动的（ ）

A.合宪和法制统一原则

B.民主原则

C.科学原则

D.人民主权原则

二、多项选择题

1.以下选项中享立法提案权的主体是（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C.中央军事委员会

D.国务院

2.下列选项中，属于立法活动的是（ ）

A.2014 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法律的适用意见》

B.2015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

C.2015 年各高校联合讨论，初步完成了民法典编撰的专家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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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02 年国务院颁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3.关于立法的民主原则，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立法的民主原则是指在立法过程中，要体现和贯彻人民主权思想，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智慧、利益、要求和愿

望，使立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使立法活动与人民群众参与相结合

B.立法的民主原则是指立法内容的民主性

C.立法内容的民主是指立法必须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

D.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民主立法的原则

4.立法要体现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下列做法体现科学原则和民主原则的是（ ）

A.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中，立法部门就处罚幅度听取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B.在《种子法》的修改中，全国人大农委调研组赴基层调研，征求果农、种子企业的意见

C.甲市人大常委会在某社区建立了立法联系点，推进立法精细化

D.乙市人大常委会在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制定中占主导作用，表决通过后直接由其公布实施

5.法律草案的审议结果有（ ）

A.提付立法机关表决 B.搁置

C.终止审议 D.下次会议再审议

6.下列选项中，属于合宪和法制统一原则内涵的是（ ）

A.立法遵循宪法

B.依法立法

C.民主立法

D.立法维护法制统一

7.下列关于立法程序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立法程序是法律规定的程序

B.立法程序规定了立法步骤和方法

C.立法程序是所有立法环节必须遵守的程序

D.只有狭义的“法律”在制定时才需要遵守立法程序

8.关于立法，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立法只能由特定的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行使

B.不产生国家意志或者不改变法律内容的活动，不属于立法

C.立法体制的核心是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

D.我国法律的公布权由最高权力机关行使

三、简答题

1.简述立法的特征。

2.简述我国实行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的原因。

四、论述题

1.论述科学原则在立法程序中的体现。

2.论述《立法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与意义。

【第七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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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立法的原则有：合宪和法制统一原则（立法遵循宪法，依法立法，立法维护法制统一）、科学原则（立

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义务、权力与责任；法律规范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和民

主原则（立法体现人民意志；坚持立法公开，保障公众参与立法）。本题选 C。

2.【参考答案】 D

【解析】 立法是指有法律制定权的国家机关创制、认可、修改或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由此概念界定

可以体现出法律制定的方式包括创制、认可、修改、废止四种方式，停止不是立法的方式。本题选 D。

3.【参考答案】 B

【解析】 我国《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C选项正确。

4.【参考答案】 D

【解析】 立法的程序由法律草案的提出、法律草案的审议、法律草案的表决通过和法律公布四部分组成。法

律草案的提出是立法程序的第一步骤。A 选项正确。法律草案的审议阶段有两步：一是由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进行审议；二是立法机关全体会议的审议。B 选项正确。在审议法律草案的过程中，相应机关要对法律草案的立法

动机、立法精神、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协调性问题以及立法技术等问题进行审查。法律草案审议的结果主要

有提付立法机关表决、搁置、终止审议。法律草案的表决和通过是法律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表决

是有立法权的机关和人员对议案及法律草案表示的最终态度，包括赞成、反对或弃权。C 选项正确。法律的公布是

指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将已经通过的法律以一定的形式予以公布，以便全社会遵照执行。法律公布是法律生效的前

提，法律通过后，凡是未经公布的，都不产生法律效力。D 选项错误。

5.【参考答案】 C

【解析】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不是联邦制，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我国的立法权必须相对集中于中央，而

不是分散于地方。本题选 C。

6.【参考答案】 A

【解析】 国家机关都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职权，并非所有的国家机关都享有立法权。

B选项正确。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其立法权限也有区别。如对于宪法，仅全国人大才具有制定和修改的权力，全

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其他法律，中央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其部门可制定部门规章，省级人大和设区的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省级政府和设区的市政府可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而法律保留的事项仅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制定权。故 CD 选项正确，A选项错误。综上分析，本题选 A。

7.【参考答案】 A

【解析】 立法主要是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通过这种

方式创制的法律规范，称为成文法。A选项正确。

8.【参考答案】 D

【解析】 根据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同，法的制定可以分为民事立法活动、经济立法活动、商事立法

活动等。D选项正确。

9.【参考答案】 A

【解析】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下属机关的权限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

发布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A

选项正确。

10.【参考答案】 D

【解析】 立法是指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创制、认可、修改或

者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专门性活动，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活动。本

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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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考答案】 C

【解析】 立法，包括法律的创制、认可、修改，也包括法律的废止。A 选项错误。立法的主体是特定的国家机

关，邓析制“竹刑”，是私造刑法，邓析也因此被处死。邓析制“行刑”不是立法行为，郑国执政认可并使用“竹

刑”才是立法行为。立法主体必须是特定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机关。B 选项错误。一个国家立法体制的形成，主

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国家结构形式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决定的。D 选项错误。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立法权

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力。C选项正确。

12.【参考答案】 A

【解析】 《立法法》第 70 条规定：“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有关国防建设的行政法规，可以由

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公布。”A选项正确。

13.【参考答案】 A

【解析】 现代国家的职能主要包括立法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等，其中立法职能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

的职能，是其他职能的基础和前提。A选项正确。

14.【参考答案】 D

【解析】 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不同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二元或多元的立法体制，也不同于单一制国家所采用

的一元立法体制，而是集中了两种立法体制的一些特点，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确立的“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

体制。D 选项正确。

15.【参考答案】 B

【解析】 立法原则有三个：合宪和法制统一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之、

不是立法的原则。立法必须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体现人民的意志，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

体现的是立法内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原则的一个方面。B 选项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或 30 名以上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享有立法提案权。因此，以上列举的都具有立法提案权，都可以入选。

2.【参考答案】 BD

【解析】 立法权的行使主体主要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赋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还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权限。AC

选项的主体并不在以上描述的范围内，因此不能够入选。

3.【参考答案】 ACD

【解析】 立法的民主原则是指在立法过程中，要体现和贯彻人民主权思想，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智慧、利益、

要求和愿望，使立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使立法活动与人民群众参与相结合。A 选项正确。立法中的民主原则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法内容的民主，二是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的民主。B 选项仅指出了立法民主的内容方面，

是片面的。CD 选项正确。因此，本题选择 ACD。

4.【参考答案】 ABC

【解析】 市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需要经过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施行，乙市人大常委会虽有

权制定以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为内容的地方性法规，但对该法规没有表决通过并直接公布实

施的权力。D 选项错误。ABC 选项体现了立法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因此本题选 ABC。

5.【参考答案】 ABC

【解析】 我国法律的制定程序包括法律草案的提出、审议、表决与通过、公布。法律草案审议的结果有提付

立法机关表决、搁置、终止审议，故 ABC 选项正确。D 项“下次会议再审议”是我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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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结果之一。

6.【参考答案】 ABD

【解析】 立法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合宪和法制统一原则。立法要遵循宪法，要依法立法，立法维护法制

统一，是合宪和法制统一原则的内涵。ABD 选项正确。C 选项是立法民主原则，是与合宪和法制统一原则并列的立

法原则，而不是合宪和法制统一原则的内涵。

7.【参考答案】 ABC

【解析】 立法程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立法程序是法律规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法定既体现了立法活动的严

肃性，也保证了立法活动的合法性，只有以法律形式确定立法程序，才能对立法活动具有高度的约束力。第二，立

法程序规定了立法步骤和方法。立法步骤是对立法活动先后顺序的具体安排，立法方式是对立法活动运作方法的规

定，立法程序具有确定工作顺序和固定活动步骤的功能。第三，立法程序是所有立法环节必须遵守的程序。立法活

动的工作程序大多不需要由法律加以规定，可以在具体立法活动中进行调整甚至省略。但立法程序则由法律明确规

定，是一切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在所有立法环节中必须遵循的程序。因此 ABC 选项说法正确，D 选项说法错误。

8.【参考答案】 ABC

【解析】 我国法律的公布权是由国家主席根据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行使的。D 选项错误。ABC 选项正确。

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1）立法是国家的一项专门活动。现代国家的职能主要包括立法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

等，其中立法职能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的职能，是其他职能的基础和前提。

（2）立法的主体是特定的国家机关。立法只能由特定的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来进行。

（3）立法是国家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的活动。

（4）立法是特定国家机关运用专门技术的活动。

（5）立法是一项系统性、多层次性的综合性法律创制活动。

（6）立法的目的在于产生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将统治阶级或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

志。

2.【参考答案】 （1）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不是联邦制。这决定了我国的立法权必须相对集中于中央。

（2）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立

法权必须相对集中于国家权力机关。

（3）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情况各不相同，特别是多民族性，决定了我国

的立法权不能全部集中在中央，必须给民族自治地方一定的立法权，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

适应各地的不同情况。

（4）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法律尚不完备。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立法权不能完全集中在国家权力机关的手中，

必须给行政机关以一定的立法权，以适应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

总之，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客观实际需要的。

四、论述题

1.【参考答案】 立法活动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维护和保障立法的科学性。立法不能脱离客观

实际存在，不能凭空主观臆断进行。从实际出发首先要求立法要从现实的国情出发，符合国情；其次要求立法要尊

重和反映客观规律。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

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立法活动应该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这就要求在

立法工作中首先要坚持权利本位，把保障权利作为权利义务设定的出发点；其次要考虑权利义务的平衡；此外还应

该考虑弱势群体的实际承受能力。

立法的科学原则还要求法律制定过程中要注意法律规范的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这就要求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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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语言上要具有明确性，平实严谨，而且要在内容上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2.【参考答案】 2015 年我国《立法法》作了重要修改：

第一，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修改后的《立法法》依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明确地方立法

权的边界，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这

一修改意味着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市实现扩围。

第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修改后的《立法法》将“税收”专设一项作为第六项，明确“税种的设立、税

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这意味着政府收什么税、税率的确定、怎么收等问题，

都要通过人大立法决定。

第三，规范部门规章权限。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

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第四，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

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事项的法律草案，可以由全国

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第五，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修改后的《立法法》将提高立法质量明确为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规定

建立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健全审议和表决机制。

第六，加强备案审查。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

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可以将审查、研究情况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

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