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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法制建设以来，随着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日益
增多，“立法冲突”或更通俗地说是“文件打架”的现象，屡见不鲜。
本来，在恢复法制建设之初，人们心目中法的地位之高，使得法学家甚至不愿意公开议论立法冲突的
问题。
但是到了后来，由于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以及在司法过程中，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地畢出来，许多老百姓
在自身遭遇中不断碰到此类问题，报章媒体也不断有相应的报道，对立法冲突已经不是我们愿意不愿
意谈的问题了，而是到了非找出解决办法的时候了！
    本书是司法部的一个课题项目。
该书首先以详实的资料介绍和描述了我国国内立法冲突的种种现象，继而深入地分析目前这种冲突状
况的成因和利弊得失，最后结合我国立法和实践，并对比国外诸国的做法，提出了自己对解决我国国
内立法冲突在立法对策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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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就是说，无论是以法典为主，还是以判例为主，一国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
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
下的两制和多制。
因此，在这些国家里面，由于存在着比较明晰的权限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一般不存在立法权限交
叉的问题，因而，自治区域的自治性法律规范与联邦法律之间不容易出现法律冲突的现象；同样，由
于不同自治区域之间法律规范的适用地域范围不同，它们之间的法律规范的差异并不构成法律规范之
间的矛盾和冲突。
　　但从我国现实存在的法律冲突看，与上述情形并不相同。
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虽然也有地方区域的划分，在我国还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区域自治，但所有这
些区域都不是享有主权的实体，只有中央政府才是享有主权的唯一的实体。
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
则。
”在这一点上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具有本质的区别。
除了国家主权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以外，体现单一制国家结构性质的重要内容，就是在单一制国家内
只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体系，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是不同的地方区域，不仅都服从
于同一部宪法，而且都平等地适用同一个法律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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