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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浙江尽管在发展进程中仍遇到了资源瓶颈约束和百年一遇的强台风灾害，但浙江全省根
据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
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积极建设“法治浙江”，“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开局良好，率先基
本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取得新突破，新农村建设成绩显著，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社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
展，城乡统筹发展得到新加强，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新提高，社会管理改革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步伐
加快，环境治埋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发展总体平稳有序向上。　　浙江已站在了这样一个新的
发展起点上，“十一五”时期，浙江进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000-7000美元的发展期。根据走在前列发
展目标要求，浙江省明确提出了在2010年全省率先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并为2020年全省率先基本
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能持续、健康、平稳地度过这一被称
为风险凸显与机遇并存的发展阶段，那浙江就可以跃上一个更坚实、更稳固、更宏大的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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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报告“法治浙江”战略的实施情况及其理性思考分报告地方立法：加强地方立法，服务“法治浙江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政府法制：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审判工作：规范司法行为
，促进司法公正检察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司法行政：充分发挥在建设
“法治浙江”中的职能作用专题篇“法治浙江”战略的提出与框架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浙江
浙江文化立法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浙江人大执法检查工作的回顾与思考浙江法院司法规范化建设的实践
与思考浙江深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实践回顾及对策思考浙江检察机关反贪局成立十五周年工作回顾
与展望发展中的杭州法院事业《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及其评估用法治精神打造平安工程、
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实践--关于义乌公安经验的调研思考立法资料篇浙江省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管理办
法（学者建议稿）附：浙江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地方立法的主要制度设计《浙江省技术市场条例（学者
建议稿）》及其说明浙江省广告条例（学者建议稿）附：《浙江省广告条例（学者建议稿）》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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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四个加强”　　（1）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法治首先要有法可依，而且这个法必须是
“良法”。完善的法制体系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基本要件。当前，浙江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法制建设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一些领域无法可依，部分法规和规章的配套性、操作性、时效
性不强，以及自由裁量权过大、立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部门利益倾向和计划经济痕迹等，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造成了诸多矛盾。针对这一现状，《决定》从健全法规规章、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
量等方面对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提出了要求：一是健全法规规章，着重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
重点加强市场主体、产权、市场交易、信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以及政府职能转变
等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加强自主创新、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发展循环经济、发展服务业等方面的立法，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强新农村
建设、城市（镇）规划建设管理等领域的立法，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科教文卫体、安全生产、社会救助、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应对突发事件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立法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完善立法机制。包括省委领导地方立法的工作制度、向社会公开征集
立法项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以及公开征求意见、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说明制度
等。三是提高立法质量。按照法治统一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律冲突审查机制。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确保各项法规和规章明确具体、科学规范、切合实际。坚持立、改、废并重，适时对有关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进行评估，及时修改或废止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2）加强
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关键所在。目前，浙
江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部分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些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同时存在。这其中既有行政体制的问
题，也有行政权设置、行使程序不规范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公务员队伍自身素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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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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