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 
 
（2011 年 12 月 1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三次委员长会议通过 根据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精神修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 年的立法工作，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形成的新起点上，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重点修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抓紧研究制定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

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繁荣等方面的法律，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完善，为促进我国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一、做好法律案审议工作 
 
按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根据《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立法规划》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 年工作要点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
部署，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对 2012年法律案审议工作作如下安排： 

 
（一）继续安排审议的法律案 7件 
 
1. 刑事诉讼法（修改） （拟提请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2. 清洁生产促进法（修改） （2012年 2月二审） 
3. 军人保险法   （2012年 4月二审） 
4. 预算法（修改）  （2012年 6月二审） 
5. 民事诉讼法（修改） （2012年 4月二审） 
6. 精神卫生法   （2012年 6月二审） 
7. 出境入境管理法  （2012年 4月二审） 
 
（二） 初次审议的法律案 8件 
 
二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1. 资产评估法 
 
四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2. 环境保护法（修改） 
3. 劳动合同法（修改） 
 
六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 本文来自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3 年版）》，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74–76页。 



4.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 
5.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 
 
八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6. 农业技术推广法（修改） 
 
十月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7. 商标法（修改） 

 
十二月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8. 土地管理法（修改） 
 
以上项目初次审议时间，可以视情适当调整。 
 
（三）预备项目 19件 
 
修改继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注册会计师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广告法、森林法、

行政诉讼法等，制定公共图书馆法、司法协助法、社区矫正法、电信法、旅游法、粮食法、

特种设备安全法、自然保护区法（自然遗产保护法）、社会救助法、反家庭暴力法、慈善

事业法、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等；同时抓紧研究论证网络安全、航道、国家勋章和荣誉称

号立法等。上述立法项目可以视情况在 2012 年或以后年度安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议。还有一些立法项目，条件成熟时可以视情安排常务委员会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要加强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

提前介入相关法律案的起草工作，按照起草工作组织、任务、时间、责任“四落实”的要

求，积极督促、推动有关方面按照立法工作计划抓紧法律案的起草工作，确保按期提请审

议。 
 
二、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好地发挥

各级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积极探索公

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形式，建立健全意见表达机制和意见反馈机制。 
进一步总结立法后评估试点工作的经验，结合法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

及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中小企业促进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相关制度

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在立法项目论证试点工作基础上，继续选取若干立法项目进行立项论证试点，对立法

必要性、可行性和与其他法律的关系等进行论证，提出建议。 
 

三、督促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和修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要继续督促有关方面抓紧制

定和及时修改法律的配套法规，特别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



重要法律的配套法规，要及时出台，使配套法规与法律有效衔接，发挥不同层次法律规范

的功能，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有关方面在法律草案起草阶段，应当同时研究起草法律配

套法规，努力做到配套法规与法律同步实施。 
督促有关方面和地方完成与行政强制法有关法规的专项清理工作，巩固清理工作成果，

确保行政强制法的有效实施。 
 
四、督促做好司法解释清理工作 
 
继续督促和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现行司法解释和具有司法解释性质

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如期完成清理工作任务，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 
 
五、加强法律宣传和培训 
 
做好法律起草、审议阶段的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法律通过后的宣传工作，做好刑事

诉讼法修改和其他重要法律案通过后的宣传工作，为法律的正确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加强立法工作队伍的业务培训和重要法律的培训。以多种形式加强对地方人大立法工

作的指导。开好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