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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8年又一次重要修改

立法法修正草案四大看点

目前的立法法赋予了所有设区的
市地方立法权。本次修正草案在设区
的市立法权限中增加了“基层治理”事
项，同时将“环境保护”事项修改为“生
态文明建设”。这意味着设区的市立法
权限有望进一步扩大。

“地方立法权限的边界，决定了地
方立法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里赞认
为，过去设区的市立法权仅有“城乡建
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
项，难以满足地方发展需求。扩大设区
的市立法权限，适应了地方创新治理的
实际需要。

修正草案还吸纳了近年来地方协
同立法实践的经验成果，明确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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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卫东表示，目前，京津冀、长三角

等地已形成比较成熟的协同立法工作
机制，在跨区域生态环保、大气污染防
治、疫情联防联控、交通一体化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处修改为地方建
立协同立法工作机制提供明确的法律
依据，为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
供制度支撑。

高子程建议，地方立法工作应因地
制宜，在秉承立法原意的基础上，把有限
的立法资源用在解决各地的突出问题
上，紧扣国家大局和实践需求，完善国家
立法的不足，助力新发展格局。对于一
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建议增设新的区
域立法主体，聚焦区域内难点堵点，加强
协同立法的统筹规划等事宜。（新华社）

有记者问，当今世界进入动
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
著上升，美国等国家大幅增加军
费预算。请介绍今年中国国防
费预算安排的有关情况。

谭克非说，中国政府坚持国
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
针，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
展水平，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
模。近年来，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同时，保持了国防支出
适度增长，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
实力同步提升。

谭克非说，2023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1.58万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2％，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55万亿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2％。增加
的国防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按照军队建设“十四五”
规划安排，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巩
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

力。二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
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
程，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三
是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
果，保障重要领域改革举措和急
需政策制度实施，提高军事治理
水平。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持续改善部队工作、
训练和生活保障条件。

谭克非说，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
策，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
度，从2008年起每年向联合国
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
告。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中
国的国防支出不论是占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比重、占国家财
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国
防支出、军人人均国防支出等都
是比较低的。中国有限的国防
支出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据新华社）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为了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审议。这是时隔8年继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修改立法法的决定之

后，该法又一次进行的重要修改。

立法法是规范国家立法制度和立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的基本

法律。作为“管法的法”，本轮立法法的修改有哪些重要看点？将对国家治理

产生哪些影响？

完善指导思想和原则，
形成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体系

看点一

立法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怎么
办？法律规定之间不一致、不协调、不
适应如何解决？修正草案明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通过制定、
修改、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等多
种形式，增强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时效性。

“当前立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主
要体现在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成都市政协副主席
里赞认为，修正草案着眼于提升立法质
量，对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时效性提出更高要求。

对此，修正草案规定了诸多具体措

施。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
过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专项立法
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
排。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应当认
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
科学论证评估。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由
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编制立法技术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达达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高子程表示，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兼顾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听
证会制度，增加听取利益相关方和行政
相对人代表的意见，推广完善法工委发
言人机制。

修正草案的另一大亮点，是从制度
设计上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和监督，明
确法律草案的说明、统一审议等环节和
备案审查工作中的合宪性审查要求，完
善备案审查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沧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梁英华表示，加强宪法法律
的实施和监督，是落实依法立法原则的
重要途径，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和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的权威，有利于
提高立法质量、保障良法善治。

“修正草案将现行法律中的‘法律委
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增加
主动审查和专项审查的规定，建立健全
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等，进一步完善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监督制度，将
有效维护法制统一。”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说。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是近年来我
国立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修
正草案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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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
主任童卫东介绍，自2015年以来，截至
202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已就142部（次）法律草案和立法工作
计划稿征求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收到
1.5万余条意见建议，其中有2800多条

被吸收采纳。
“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基层立法

联系点搭建起联系群众与立法机关的
桥梁，特别是涉及民生的法律，征求到
不少来自基层群众的真知灼见，让立法
更具科学性。”梁英华说。

汤维建表示，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入法，是修正草案中“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理念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原则
在制度细节层面的具体体现，将为基层
立法联系点制度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进一步推动实践发展。

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和监督，明确合宪性审查要求看点二

明确基层立法联系点任务职责，
深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意见

看点三

完善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加强因地制宜和区域协调看点四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谭克非6日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共281名

谭克非介绍，出席十四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共281名。代表中，
基层一线和专业技术军官代表
93名、占33.1％，其中基层干部
42名，军（警）士12名，文职人员
1名；妇女代表39名、占13.9％；
少数民族代表17名；大学以上学
历代表267名、占95％，其中研
究 生 学 历 代 表 140 名 、占
49.8％。代表全部是中共党员，
是军队各方面各战线的优秀分

子，有161人获得过二等功以上
功勋荣誉表彰。

谭克非说，3月3日，出席十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成立。经代表
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任团长，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
席何卫东任副团长。会议期间，
代表团将根据大会统一安排，分
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等。

在强军目标引领下，
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有记者问，2013年 3月，习
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
上鲜明提出强军目标。在强军
目标引领下，新时代国防和军队
建设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请介
绍有关情况。

谭克非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鲜明提出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引领人民军队在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续写新的时
代篇章，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牢牢扭住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坚

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我军政治
生态根本好转，新风正气不断上
扬；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灵活
开展军事斗争，积极主动开辟军
事斗争新格局；大刀阔斧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我军体制一新、结
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实
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创新加强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我
军高质量发展，我军现代化水平
和实战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正
是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
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
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
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
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

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为了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