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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条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

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

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生

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

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

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

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

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认为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

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

予以批准。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

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

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

处理决定。

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

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

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开

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

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

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

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国务院备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可以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设区

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自治州开

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

依照前款规定确定。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

的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

及本条第一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外的，继

续有效。

第八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

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

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

性法规的事项。

除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外，其

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

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

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

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

止。

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条第一款、

第二款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本法第八

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

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

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

第八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

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

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第八十四条 经 济 特 区 所 在 地 的

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

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授权决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

区实施。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实施。

第八十五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

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

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

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

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

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

定作出变通规定。

第八十六条 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

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人民代

表大会通过。

第八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案、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案的提出、审议和表决

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参照本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

五节的规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

地方性法规草案由负责统一审议的

机构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

稿。

第八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大会

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

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经

批准后，由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经批准后，

分别由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八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其文本以及草案

的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应当及时在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

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

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

载。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文本为标准

文本。

第九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

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

点，深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对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草案的

意见。

第二节 规 章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

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法律规定的机构，

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

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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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第九十二条 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

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

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

合制定规章。

第九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

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

理事项。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

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

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

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

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

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

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自

治州的人民政府开始制定规章的时间，

与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确定的本市、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

法规的时间同步。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

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

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

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

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

依据，地方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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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四条 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

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参照本法第三

章的规定，由国务院规定。

第九十五条 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

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

地方政府规章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

或者全体会议决定。

第九十六条 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

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地方政府规章由省长、自治区主席、

市长或者自治州州长签署命令予以公

布。

第九十七条 部 门 规 章 签 署 公 布

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

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地方政府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

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

网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

上刊载。

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地方

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

文本。

第五章 适用与备案审查

第九十八条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

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

法相抵触。

第九十九条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

规章。

第一百条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

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设区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第一百零一条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

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

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第一百零二条 部门规章之间、部

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

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第一百零三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

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

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一百零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

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

定除外。

第一百零五条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

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

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

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

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性法规、规章

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

定的权限作出裁决：

（一）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

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

裁决；

（二）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

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

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

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

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

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三）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

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

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

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第一百零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

撤销：

（一）超越权限的；

（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

（三）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

一致，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

规定的；

（四）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

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

（五）违背法定程序的。

第一百零八条 改 变 或 者 撤 销 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是：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

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

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

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

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

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八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

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

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五）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

规章；

（六）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

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

当的规章；

（七）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

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

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

第一百零九条 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

公布后的三十日内依照下列规定报有关

机关备案：

（一）行政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

国务院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

国务院备案；

（三）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

务院备案；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

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

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应当同时报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

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应

当同时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备案；

（五）根 据 授 权 制 定 的 法 规 应 当

报 授 权 决 定 规 定 的 机 关 备 案 ；经 济 特

区 法 规 、浦 东 新 区 法 规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港 法 规 报 送 备 案 时 ，应 当 说 明 变 通

的情况。

第一百一十条 国务院、中央军事

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

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

要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

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

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

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

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进行审查；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

以对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进行主动审查，

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专项审查。

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可以对报

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部门规章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进行主动审查，并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专项审查。

第一百一十二条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专 门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机

构 在 审 查 中 认 为 行 政 法 规 、地 方 性 法

规 、自 治 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 同 宪 法 或 者

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

问 题 的 ，可 以 向 制 定 机 关 提 出 书 面 审

查 意 见 ；也 可 以 由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与 有 关 的 专 门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机 构 召 开 联 合 审 查 会 议 ，要 求 制 定

机 关 到 会 说 明 情 况 ，再 向 制 定 机 关 提

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

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或者废止的

意 见 ，并 向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有 关 的 专 门 委 员 会 或 者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出审

查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经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

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需要

修改或者废止，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或

者废止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

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

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情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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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其他接受备案的

机关对报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按照维

护法制统一的原则，由接受备案的机关

规定。

第一百一十五条 备案审查机关应

当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对

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审查要求或者审

查建议，及时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一百一十六条 对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根据

维护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发展的需要

进行清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

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区、军兵种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可以根据法律

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

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

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在武装力量内

部实施。

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制定、修改和

废止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

规定的原则规定。

第一百一十八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

根据宪法和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制定监察法规，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 一 百 一 十 九 条 最 高 人 民 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

检 察 工 作 中 具 体 应 用 法 律 的 解 释 ，应

当 主 要 针 对 具 体 的 法 律 条 文 ，并 符 合

立 法 的 目 的 、原 则 和 原 意 。 遇 有 本 法

第 四 十 八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情 况 的 ，应 当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法 律 解 释 的 要 求 或 者 提 出 制 定 、修 改

有关法律的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

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

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

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

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条 本法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 13日电）

（上接第六版）

十八、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六十二

条，第二款修改为：“法律签署公布后，法

律文本以及法律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

报告等，应当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

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十九、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五

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编制立法技

术规范。”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

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适用本法的有

关规定。”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深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对法律草

案和立法工作的意见。”

二 十 二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七 十

一 条 ：“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机 构 加 强 立 法 宣 传 工 作 ，通 过

多 种 形 式 发 布 立 法 信 息 、介 绍 情 况 、

回应关切。”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九

条：“国务院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

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在

规定期限和范围内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

止适用行政法规的部分规定。”

二十四、将第七十二条改为两条，

第一款作为第八十条；第二款作为第八

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设区的市的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

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

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

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

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

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

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设区的

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

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

性进行审查，认为同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

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第三、

四、五、六款分别作为第八十一条第二、

三、四、五款。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三

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

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

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

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

域内实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

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二十六、将第七十四条改为第八十

四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

权决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区

实施。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

港 法 规 ，在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港 范 围 内 实

施。”

二十七、将第七十九条改为第八十

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其文本以及草

案的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应当及时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

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

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

载。”

二 十 八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九 十

条 ：“ 省 、自 治 区 、直 辖 市 和 设 区 的 市 、

自 治 州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根 据 实 际 需 要 设 立 基 层 立 法 联 系 点 ，

深 入 听 取 基 层 群 众 和 有 关 方 面 对 地

方 性 法 规 、自 治 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 草 案

的意见。”

二十九、将第八十条改为第九十一

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务院各部、委员

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

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法律规定的机

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

定规章。”

三十、将第八十二条改为第九十三

条，第三款修改为：“设区的市、自治州的

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

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生

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

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

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

效。”

三十一、将第九十八条改为第一百

零九条，第五项修改为：“（五）根据授权

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

备案；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

明变通的情况”。

三十二、将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

款改为第一百一十条，修改为：“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者

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

审查的要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

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

行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

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进行审查；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

一条，将第九十九条第三款修改后作为

本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

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等进行主动审查，并可以根

据需要进行专项审查。”

增 加 一 款 ，作 为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条

第二款：“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可

以 对 报 送 备 案 的 地 方 性 法 规 、自 治 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 ，部 门 规 章 和 省 、自 治

区 、直 辖 市 的 人 民 政 府 制 定 的 规 章 进

行 主 动 审 查 ，并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进 行 专

项审查。”

三 十 四 、将 第 一 百 条 改 为 第 一 百

一 十 二 条 ，修 改 为 ：“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专 门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机 构

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

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

的 ，可 以 向 制 定 机 关 提 出 书 面 审 查 意

见 ；也 可 以 由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与 有

关 的 专 门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机

构 召 开 联 合 审 查 会 议 ，要 求 制 定 机 关

到 会 说 明 情 况 ，再 向 制 定 机 关 提 出 书

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

内 研 究 提 出 是 否 修 改 或 者 废 止 的 意

见 ，并 向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 员 会 、有 关 的 专 门 委 员 会 或 者 常

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

“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 工 作 机 构 根 据 前 款 规 定 ，向 制 定 机

关 提 出 审 查 意 见 ，制 定 机 关 按 照 所 提

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 进 行 修 改 或 者 废 止 的 ，

审查终止。

“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宪 法 和 法 律

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 工 作 机 构 经 审 查 认 为 行 政 法 规 、地

方 性 法 规 、自 治 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 同 宪

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

合 法 性 问 题 需 要 修 改 或 者 废 止 ，而 制

定 机 关 不 予 修 改 或 者 废 止 的 ，应 当 向

委 员 长 会 议 提 出 予 以 撤 销 的 议 案 、建

议 ，由 委 员 长 会 议 决 定 提 请 常 务 委 员

会会议审议决定。”

三十五、将第一百零一条改为第一

百一十三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情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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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

五条：“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备案

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对应当由其他机关

处理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及时移

送有关机关处理。”

三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

六条：“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制定机关根据维护法制统一的

原则和改革发展的需要进行清理。”

三十八、将第一百零三条改为第一

百一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各战区、军兵种和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

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

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

三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

八条：“国家监察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

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

关决定，制定监察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十、对部分条文中的有关表述作

以下修改：

（一）在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六

条第二款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增加

“国家监察委员会”。

（二）将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

三款和第四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

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

中的“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将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

三款、第六十条第二款中的“法律委员会

和”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三）将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的“立

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修改为“立法规

划和立法计划”。

海南省儋州市比照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有关赋予设区的市地方

立法权的规定。

本决定自 2023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

整，重新公布。

（新华社北京3月 13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
（2023年 3月 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