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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設區市將享地方立法權
立法法15年來首次修改 將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張紫晨
兩會報道）立法法迎來大修，修正案草案
首次公布全文。北京大學憲法與研究中心
主任姜明安教授昨日向本報表示，本次立
法法修改從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主導國家立
法、人民民主和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管理、
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法制保障和法
制統一這四個方面體現了憲法的原則和精
神。在備受關注的立法效率低等問題上，
姜明安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增加專
職委員，增加會期，「應當通過立法法修
改倒逼人大制度改革」。

大修為符「四個全面」新需求
談及此次立法法大修的原因，姜明安認

為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因為中央提出的
「四個全面」歷史任務對立法提出前所未
有的新需求，而現行立法效率和質量遠遠
適應不了這種需求。為此，必須下大力氣
改進和完善立法的體制、程序和立法的監
督審查機制，促進立法的民主化、科學化
和規範化。

其次，中國長期以來立法存在着部門主
導的傾向，大部分或絕大部分法律、法規
都是部門起草的，社會公眾，乃至人大代
表的參與度很低，沒有很好地和充分地反
映和體現公共利益，沒有很好地和全面地
反映和體現社會各個不同階層、不同群體
的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此，必須通過修改
立法法而糾正這種偏向。

第三，現行立法既存在需求大而供給不
足的問題，也存在亂立法、濫立法、違法
立法、越權立法的問題。要解決這兩方面
的問題，均需要動較大的手術修改現行立
法法：一方面通過適當擴大立法主體的範
圍解決立法的嚴重供需矛盾，另一方面通
過改進立法監督機制和加大立法監督力度
解決亂立法、濫立法、違法立法、越權立
法的問題。

四個方面體現憲法精神
「依法治國至少有三條最基本的要求，

有法可依，有良法可依，良法在國家治理
和社會生活中得到普遍的遵循」，姜明安
說，立法法修改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主導
國家立法、人民民主和人民群眾參與國家
管理、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法制保
障和法制統一這四個方面體現了憲法的原
則和精神，而這也是本次修法的主要亮
點。

談及備受關注的「稅收法定」原則，姜
明安表示，「稅收法定」是法治國家的基
本原則，也是人民主權原則的要求，中國

目前大多數稅收不是由法律，而是由法規甚至是規章規
定的，立法法的修改就是解決這一問題。針對有人質疑
若稅種、稅率等都由人大立法規定，令人大常委會在會
期內很難完成，姜明安認為，這說明人大制度應當改
革，「現在人大常委會每2個
月只開5天會，55天不上班，
很多應該由它立的法當然立不
出來，應當通過立法法修改倒
逼人大制度改革」。

通
過
立
法
法
修
改

倒
逼
人
大
制
度
改
革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日下午進行第二次全
體會，聽取李建國作關於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
明。這是立法法實施15年來的首次大修，也是本屆
全國人大履職兩年多來，首次在代表大會層面審議
法律案。如能最終獲得通過，修訂後的立法法將成
為2015年中國「第一法」。

明確地方立法權限和範圍
昨日公布的草案顯示，此次立法法修改圍繞中國
改革展開，從強調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到突圍
部門利益法制化；從擴大地方立法權，到約束政府
權力，立法對改革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將進一步得到
彰顯。

在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問題上，草案增加
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
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部分
地方暫停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有關專家表示，上
述規定在實際操作層面已有先例。例如2014年底，
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調整在粵津閩自貿試驗
區相關法律實施，例如暫時停止實施企業設立、變
更等行政審批，改為備案管理等。
立法法大修進一步明確地方立法權限和範圍。現

行立法法規定，只有49個設區的市享有地方立法
權，而新立法法則明確284個所有設區的市均享有地
方立法權，明確這些市可就「城鄉建設與管理、環
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

法規。
備受關注的「稅收法定」原則，得到進一步落

實。草案明確，將「稅收」專設一項，明確「稅種
的開徵、停徵和稅收徵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由
法律規定。在昨日大會上，當李建國副委員長談及
「稅收法定」原則時，現場響起人大代表們的掌
聲，亦顯示出這一規定深得民心。

拓寬公民參與立法途徑
在規範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權限方面，草案

明確，制定部門規章，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
法規、決定、命令依據，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
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不得增加
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責任。此外，還
規定制定地方政府規章，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
方性法規依據，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
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
立法法修改還強調發揮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導作

用，通過立法規劃、年度立法計劃等形式加強對立
法工作的統籌安排。在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方
面，草案規定，要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
開展立法協商，完善立法論證、聽證、法律草案公
開徵求意見等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張紫晨 兩會報道）被稱為「管法的法」的立法法，迎

來實施15年後的首次大修，昨日正式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表示，立法法的修改將實現立法和改革決定相銜接，賦予全部設區

的市（設有市轄區的地級市）地方立法權，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同時對部門規章和

地方政府規章權限進行規範。他指出，「通過修改立法法，完善立法體制，做到立法決

策和改革決策相統一、相銜接，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需要，改革和法

治同步推進。」

王明雯：人大主導立法權確保質量

李東生：有助完善整個法律框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兩會報道）內地法
學專家、全國人大代表王明雯對於立法法修改，她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發揮人大對立法的主導作
用，不僅極大地保證了立法質量，同時對於規範立
法活動是一個重要的促進。

加強監督可避免亂立法現象
對於下放立法權，王明雯表示，有些人擔憂下放
立法權會不會造成地方立法質量沒法保證，重複立
法，亂立法，或者和上級立法相牴觸等。這樣的擔
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各方能重視加強立法隊
伍建設，增加立法隊伍的力量，立法的質量是完全
可以保證的。目前，對於法律領域的工作，社會各
方的監督非常積極，只要加強立法的監督，加強對

於規範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制度，就不會出現亂立法
或者立法牴觸等現象。
王明雯同時亦表示，此次立法法修改的一些創新，

比如提出重要條款的單獨表決，這讓人非常欣慰。立
法法修改草案，在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保證立
法的質量等方面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對於如何發
揮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包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立
法後的評估，以及立法機制方面的建立和完善是有很
多進步的，這些都可以明顯的看到。

民族地區法制可望更健全
對於全面深化改革，來自民族地區的王明雯感觸

頗深。她表示，自去年中央實施全面深化改革以
來，民族地區的變化非常明顯。中央加大了對民族

地區的幫扶力度，在精準扶貧
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包括生
態補償機制、新農村建設等方
面，少數民族同胞生活越來越
好，真真切切享受了改革帶來
的紅利。
對於此次立法法修改，王明
雯同樣充滿期待。她認為，中
國法治的進步對於少數民族地
區的民主法制建設帶來很多新
的變化。隨着立法法的修改和完善，民族地區的法
制基礎愈加健全。只有堅持依法治國、依法行政，
全面落實國家有關少數民族的法律法規，民族地區
的發展才會有新的進步，有序的健康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兩會
報道）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李東生表示，
法律和行政法規是兩個概念，以前政
府有權力有責任制定一些行政法規，
但理論上要在相關的法律內有依據。
所以，立法法的修訂是有助於完善整
個法律框架，而框架的完善對相關的
行政法規的制定、執行、修改都有直

接的幫助。
李東生指出，按照人大現有的框

架，人大有責任、有權力來審議政府
部門法規。但他稱，當日人大常委會
張德江委員長的報告中也提到，人大
常委會去年就審議了12項行政法規。
「立法法的修訂將讓立法監督一府兩
院，立法能夠更好地支持相關的行政
行為，令其有效率。」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亮點
一，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
■修正案增加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根據改革發
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上的特定事項授權在
部分地方暫停試用法律的部分規定。

■修正案增加規定，授權決定不僅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
範圍，還要明確授權的事項、期限和被授權機關實施授
權決定應當遵循的原則等；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
屆滿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權決定實施的情
況。

二，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
■修正案草案在依法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的同時，
明確設區的市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
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較大的
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修正案草案將「稅收」專設一項作為第六項，明確「稅
種的開徵、停徵和稅收徵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由法
律規定。

四，對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權限進行規範
■修正案草案規定，一是制定部門規章，沒有法律或者國
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依據，不得設定減損公
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不得
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二是制定
地方政府規章，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依
據，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
其義務的規範。

記者 劉凝哲、張紫晨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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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今日（9日）看點
人大

■上午9時：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

報告。

■上午11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張茅就商事制

度改革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下午3時：代表團小組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

報告。

■下午3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闞

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鄭淑娜、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主任袁傑、

刑法室主任王愛立、國家法室主任武增，將就立法法

修改與立法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政協
■上午9時：小組會議，討論立法法修正案草案。

■下午3時：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

記者 田一涵，實習記者 任芳頡、許一傑 整理

搶發快訊

■兩名媒體記者
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席地而坐，用
手機搶發快訊。

新華社

■李東生
記者葉臻瑜攝

■王明雯
記者李陽波攝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於昨天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於昨天的
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上作關於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的說明。。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