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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法学》是以立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
立法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立法的内容、形式等问题，立法的主体、行为、文本等现象，立法
的观念、制度、技术等领域，立法的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等。
《立法学》作为立法学总论教材，简要论述了立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地位、研究方法等问题，扼
要阐释了立法的概念、历史、功能、指导思想、原则、政策等问题，重点探讨了立法主体、立法权、
立法行为、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中央立法、地方立法、立法质量等立法学经典主题。
　　《立法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教材，又可供法律实务工作者自学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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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立法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第二节 立法学的地位和作用第三节 立法学的研究方法第一章 立
法第一节 立法释义第二节 立法的历史第三节 立法的功能第二章 立法指导思想、原则与政策第一节 立
法指导思想第二节 立法基本原则第三节 立法政策第三章 立法主体第一节 立法主体概述第二节 立法机
关第三节 国家元首第四节 行政机关第五节 司法机关第六节 公民第四章 立法权第一节 立法权概述第二
节 议会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第三节 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第四节 授权立法权第五节 立法变通权第
五章 立法行为第一节 法的制定第二节 法的修改第三节 法的废止第四节 立法解释第五节 立法监督第六
节 法的清理第七节 法的编纂第六章 立法程序第一节 立法程序概述第二节 起草法案第三节 提出法案第
四节 审议法案第五节 表决法案第六节 公布法律文本第七章 立法技术第一节 立法技术概述第二节 立法
预测第三节 立法规划第四节 立法决策第五节 法的构造第六节 立法语言第八章 中央立法第一节 中央立
法概述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第三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第四节 国务院立法第
五节 国务院部门立法第九章 地方立法第一节 地方立法概述第二节 地方性法规第三节 自治条例与单行
条例第四节 地方政府规章第五节 特别行政区立法第十章 立法质量第一节 立法质量概述第二节 立法质
量的评价标准第三节 影响立法质量的因素第四节 提高立法质量的途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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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的法律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立法为出发点的，立法现象构成了全部法律现象的基础和重要组
成部分。
立法现象丰富、复杂，立法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
（一）立法学研究立法的内容、形式等问题立法的内容问题涉及法律中的权利、义务、责任、惩罚如
何分配或设定的问题。
例如，是否应赋予成年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问题，是否应给公民设定见义勇为的义务的问题，盗窃罪犯
罪数额最低标准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实际上，立法的内容问题是民法学、刑法学等部门法学科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只不过，不同部门法学科分别关注和研究不同部门法领域的立法问题。
例如，刑法学主要关注刑事立法中犯罪的设定、刑事责任和惩罚的分配问题。
与部门法学科不同的是，立法学主要从立法的整体和全体的角度来研究立法的内容问题，主要关心一
个国家或时代所有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指向。
英国思想家边沁所写的《立法理论》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边沁将他的功利理论确立为立法的指导理论。
立法的形式问题涉及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达、结构安排等形式问题。
例如，法律的权利性规定应使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法律的义务性规定应使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法律的生效时间的规定放在什么地方最适宜？
立法的形式问题通常属于立法的技术、方法问题，是立法学专门研究的问题。
立法学关于立法形式问题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立法者提高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达水平，改进法律文本
的整体结构安排。
（二）立法学研究立法的主体、行为、文本等现象立法主体是所有立法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全
部立法现象中居于中心地位。
从历史上来看，立法主体可以是一个人，如古代的皇帝，也可以是全体公民，如有的国家规定宪法或
某些法律由全民投票表决通过。
由于立法主体是法律文本的直接创造者，决定法律文本的内容和质量，所以立法学把立法主体作为重
要的研究对象。
立法学要研究立法主体的类型、权限，研究同级或不同级立法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关立法主体权
限的立法体制、制度，从而促进一国立法体制和制度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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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立法成为现代国家的常规性职能和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牵引力，立法学已构成法学体系中的一门
重要学科。
随着我国法学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学院开始开设立法学课程，向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
究生讲授立法学知识和理论。
适应立法学教学的需要，法学界编写了一批立法学教材。
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独著或主编的几本立法学教材，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立法学教材。
本教材由国内多所法学院从事立法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集体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坚持下列三项编写原则：第一，认真总结立法学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和经验，
充分借鉴国内立法学教材的编写思路、体例，充分吸收国内立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使本教材能够与
立法学教学和科研同步发展。
第二，密切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立法实践，既切实反映我国立法改革和创新的新成果和新经验，又深入
反思我国立法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增强本教材回应立法实践的能力。
第三，坚持简明扼要的教材编写原则，在体系上把立法学繁多的论题整合压缩为十章，在内容上尽量
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有关问题，努力增强教材的教学适应性。
本教材由黄文艺任主编。
各章的编写分工（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如下：杨亚非：绪论；黄文艺：第一、二、八章；汪全胜：
第三章；陈伯礼：第四章；强昌文、杨成炬、祝雅莉：第五章；苗连营：第六章；钱大军：第七章；
田芳：第九章；汤善鹏：第十章。
全书由主编黄文艺统稿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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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法学》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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