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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讨论，形成了新一届国家机构

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方案。

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个建议方案充分发扬了

民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人选素质条件、一

贯表现和党内外形象比较好，整体结构比较合

理，能够适应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的工作

需要，是一个积极而稳妥的方案。

2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主

协商会，就中共中央拟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

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

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情况，听取

意见。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拥护和赞成，认为新一届

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是

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酝酿协商的基础上形成

的，充分体现了中共二十大精神，体现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体现了中共中

央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关心和

信任。

2月28日下午，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

这份人选建议名单，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分别向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十

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

团结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

导人员素质高、能力强、形象好，符合党中
央要求和人民群众期盼，能够担负起神圣
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书写新的华章

选举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

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神圣权利。

2023年3月8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一届全国政协

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名单，提交全体委员酝酿协商。

3月9日、10日、1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主席团分别举行第三次、第五次、第七次会

议，决定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提

请各代表团酝酿。

一份份人选名单、名册、简历，送到了代表、

委员手中。

对党和国家事业高度负责，对人民群众利益

高度负责。各代表团、各界别小组分别召开会议，

代表、委员们认真审议讨论、充分酝酿协商……

坚持发扬民主，依法按章办事。2900多名

全国人大代表、21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肩负崇

高使命，行使神圣权利，选举和决定任命新一届

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

大会期间，严格依照规定程序，各项选举和

决定任命事项顺利进行——

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

全体会议全票选举习近平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选举赵乐际同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选举

韩正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同时选出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

3月10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三次

全体会议选举王沪宁同志为全国政协主席，同时

选出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3月1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

全体会议决定李强同志为国务院总理，同时决定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

选举产生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

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

全体会议决定丁薛祥等4名同志为国务院副总

理，同时决定了新一届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通

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一次次庄严投票，一次次热烈掌声，历史的

重托、人民的期盼，汇聚成希望与力量。

这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工作岗位上作出突

出成绩的领导集体；是素质优良、开拓进取、作风

良好，在干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具有广泛和坚

实民意基础的领导集体；是整体结构合理、人员

分布广泛，能够适应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有效履

行职责的领导集体。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经过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

练，经历了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洗礼，经受了

全面从严治党的考验。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长期担任中央和国家

机关、省区市领导职务，有的在多个地方、多个

领域、多个岗位工作过，有的经过重大斗争、艰

苦环境的锻炼，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和领导经

验。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中，女

同志6名，少数民族同志7名，党外人士18名，汇

聚了党内党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领导骨干

和代表性人物，既有党政领导干部，也有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负责人，还有爱国爱港爱澳的港澳

人士和维护民族团结的代表人物。

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领导人员平均年龄分别为65.4岁、61.7岁、65.3

岁。他们中，30人为新提名，20人为继续提名或

转任。既增添了一批综合素质和作风形象好的

干部，又保留了一些领导经验丰富的同志。

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在

人事酝酿和征求意见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

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从领导岗位上退

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宽阔胸

怀和高风亮节。

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新一届国家机构和

全国政协领导人员进退比例适当、结构科学合

理，素质高、能力强、形象好。

新的历史节点，标注新的伟大瞬间——

3月10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国徽高

悬、庄严神圣。

嘹亮的号角声中，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习近

平迈着自信而坚毅的步伐走向宣誓台，面向全体

代表，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庄严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

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

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在当选和决定任命后，其他领导同志相继进

行宪法宣誓。

东风浩荡疾驰远，大潮奔涌奋楫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同心建功新时代、昂首奋进

新征程，必将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记
者霍小光 张旭东 张晓松 胡浩 丁小溪）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上接第九版）
第七十五条 行政法规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

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

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机构进

行审查。

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向国务院提出审查报告

和草案修改稿，审查报告应当对草案主要问题作出

说明。

第七十六条 行政法规的决定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十七条 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

有关国防建设的行政法规，可以由国务院总

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国务院、中央军

事委员会令公布。

第七十八条 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

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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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务院公报上刊登的行政法规文本为标准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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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规章

第一节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

第八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

际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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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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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立 法 法
10 2023年3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 王立新 张泷月

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