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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和产物。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
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
201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最后一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2010年都将成为中国法
治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也向法学界、法律界提出了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内涵与形式特征，从其提出到逐
步完善，经过了九届全国人大“初步形成”、十届全国人大“基本形成”和2010年“形成”三个阶段
：2001年3月，李鹏委员长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提出，要在本届任期内初步形成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2008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时说，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
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2009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提出，2009年是确保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
一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法制建设的
重大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艰辛探索的经验结晶。
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内容生动的有机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
的基本经验和政治智慧，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和新的起点。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样一个标志性时刻的到来，对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加以认真审
视，就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在历史与现代交融、中国与世界并存的多维视野下，客观
评价这一法律体系构成的状况和特点，探寻其形成规律，总结其发展经验，正视结构上的不足，思考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未来发展走向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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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集体承担的教育部985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平台”项目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提出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其现状和特点是什么，中外法律体系发展趋势如何，还存
在什么问题，有什么改进措施，是本报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报告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历史传统和借鉴，集中论
述了我国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历史形成、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传统和西方法律体系发展对中国法律
体系建构的启迪，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制度化、法律化。
    第二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部门，分别论述了我国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行政法、刑
法、民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七大部门的法律渊源、法律结构、法律原则，
对它们各自的历史发展、现状、趋势和问题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建议，认为中国各个部门法
的发展除了体现各自的传统特征之外，也体现出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渗透的趋势。
    第三部分国际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趋势，本报告从国际公法、
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三个层面论述了这一趋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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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乔晓阳先生的解释，上述各种法律规范的形式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效力有所不同。
中国实行的是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立法体制，“所谓统一，就是所有法律规范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国
家立法权统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同时，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同位法相互之间应当协调。
所谓多层次，就是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法律外，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
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
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制定
地方性法规，但需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批准，批准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上一
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此外，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
律和法规制定规章。
部委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不仅报国务院备案，还要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较大市的规
章同时报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政府备案。
”从上面的解释看，立法机关关于法律规范范围的用语具有多重含义，除了与法律的形式渊源的概念
形成对应外，还与法律效力的位阶或等级体系相呼应。
由于法律规范范围的表述内含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自然也就包罗了对立法权组织载体的厘定。
在中国，有权立法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的范围，具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国务院，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
及国务院批准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各部委
，省级政府和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较大市的政府，中央军事委员
会。
1.1.3法律体系的构件——法律部门法律体系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概念，其中必然存在某种整体和
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涉及法律分类的问题。
法律分类也是法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按照不同的标准，法律可以历史或逻辑地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其中在立法当局的视野中被提示的有：基于社会形态标准划分的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
社会主义法；基于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标准划分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基于效力范围标准划分的一般
法和特别法；基于创制和适用主体标准划分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基于法律规定内容标准划分的实体法
和程序法；基于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性质标准所区分的公法和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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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报告》：教育部985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平台”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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