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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听证条例

（2003 年 10 月 31 日汕头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3 年 11 月 27 日广东省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规范立法听证活动，促进立法工作的民主化和

科学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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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结合

汕头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的

立法听证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为：

“听证”，是指常委会、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以下简

称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作委员会）在立

法工作中，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以听证会的形式收

集信息、听取意见的活动。

“听证机构”，是指举行听证会的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或工作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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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人”，是指出席听证会的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委

员会的人员。

“主持人”，是指听证机构中负责主持听证会议的人员。

“陈述人”，是指参加听证会或者以其他形式陈述与听证事项

有关事实、意见和建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四条 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在立法工作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举行听证会：

（一）对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汕头经济特区法规和汕头市地

方性法规的必要性有较大争议的事项；

（二）法规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或对

公共利益有较大影响，需要听取各方面意见的事项；

（三）法规案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有明显利益冲突的事

项；

（四）对法规案审议意见分歧较大，需要进一步收集信息、

了解民意的事项；

（五）其他需要举行听证的事项。

第五条 听证应当遵循客观、平等、公正、公开的原则。

听证活动应当公开进行，新闻媒体可以报道，但依法不予公

开的除外。

第六条 公民、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可以向

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提出举行听证会的建议，由有

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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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常

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各区（县）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常委会提出由常委会举行听证会

的动议，由常委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决定是否举行

听证会，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

见后，再决定是否举行听证会。

第八条 常委会举行听证会，由主任会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可以单独或联合举行听证会。

第九条 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在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确定听证

人。听证人的人数不得少于常委会组成人员四分之一。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在委员会中确定听证

人，并可邀请常委会组成人员或有关委员会的负责人作为听证人。

第十条 听证机构应当从听证人中确定一名主持人。

常委会举行听证会，主持人为常委会主任或其委托的副主任。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主持人为委员会主要负责

人或其委托的负责人；联合举行听证会的，由专门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协商确定主持人。

第十一条 听证机构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在举行听证前

制定听证会的工作方案、听证程序、注意事项和会场纪律。

第十二条 听证机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二十日前发布公告，

公布下列听证有关事项：

（一）听证机构、听证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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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三）听证会的目的、主要听证事项；

（四）陈述人、旁听人的报名条件和报名办法；

（五）其他有关事项。

听证会公告应当在本市主要报纸、电台、电视台刊播，并在

常委会网站上公布。

第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按照公告规定报名参

加听证会。报名时应当说明陈述的重点内容或明确表示对听证事

项所持观点。

第十四条 举行听证会十二日前，听证机构应当按报名顺序

或其他方式，在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中确定

陈述人。确定陈述人的人数一般不少于八人，最多不超过二十人。

陈述人少于八人的，由听证机构决定听证会是否举行。

听证机构根据需要可以直接邀请有关机关、组织以及有关专

家学者、人大代表作为陈述人参加听证会。

听证机构应当按照公正、合理、平等的原则确定和邀请陈述

人。

第十五条 听证机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十日前，将听证会的

议程和陈述人名单在本市主要报纸上公布。

第十六条 有关组织和个人对确定的陈述人身份或者利害关

系各方陈述人的人数有异议的，可以在举行听证会七日前向听证

机构提出，由听证机构决定是否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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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听证机构应在举行听证会五日前，将听证通知书

送达陈述人。听证通知书应当写明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听证通知书必须盖有听证机构的印章。

通知陈述人参加听证，应当附送法规草案或征求意见稿文本

及其说明。

第十八条 陈述人应当在听证机构规定的时间内向听证机构

提交书面陈述材料，并按时参加听证会，遵守听证会纪律，回答

主持人的询问。

第十九条 陈述人参加听证会，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利。

陈述人有权查阅听证记录，陈述人认为听证记录有差错或者

遗漏的，有权要求补正。

陈述人在听证会发表意见、陈述事实、说明理由，受法律保

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二十条 陈述人不能参加听证会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三

日前通知听证机构。因身体原因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听证会

的除外。

陈述人不能参加听证会的，经听证机构同意，可以委托他人

参加听证会。

第二十一条 有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在举行听证会

七日前向听证机构提出旁听申请，由听证机构根据举行听证会的

具体情况，确定听证会旁听人员，并在举行听证会三日前通知其

凭旁听证参加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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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听证会开始前，听证机构工作人员应当查明陈

述人是否到会，并宣布听证会规则和会场纪律。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会：

（一）主要的陈述人没有出席听证会的；

（二）需要增加新的陈述人的；

（三）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况。

第二十四条 延期听证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听证。

第二十五条 听证会开始时，主持人应当宣布听证人、陈述

人名单及听证事项，告知陈述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陈述人发言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提出听证事项的陈述人；

（二）反对或直接反对听证事项的陈述人；

（三）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陈述人；

（四）专家陈述人；

（五）其他陈述人。

持同一意见的陈述人数量较多的，主持人可以要求陈述人推

选代表发言或者提交书面陈述材料。

第二十七条 陈述人一次发言的时间由主持人确定，陈述人

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陈述，但主持人根据情况可以决定适当延

长其发言时间。

第二十八条 主持人可以向陈述人询问；经主持人同意，其

他听证人也可以向陈述人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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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人应当回答询问，但对与听证事项无关的问题，可以不

予回答。

第二十九条 陈述发言结束后，由主持人归纳分歧点，主持

各方陈述人围绕分歧点展开辩论。

第三十条 陈述人发言和辩论结束后，经主持人同意，旁听

人可以就听证事项发言。

旁听人可以在听证会结束后就听证事项向听证机构提交书面

意见。

第三十一条 陈述人和旁听人应当遵守听证会的纪律，不得

有妨碍听证会秩序的行为。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主持人应当给

予警告并予以制止；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其离开会场。

第三十二条 听证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就听证会的全过程制作

听证记录。听证记录一般以书面形式作出，陈述人的书面陈述意

见，可以直接作为听证记录；必要时也可以录音或者录像的方式

进行。

听证记录由主持人、记录人签名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三条 听证机构应当在听证会结束后组织听证人研究

听证意见，提出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应当对听证会上的各种意见

作出客观、真实的反映。听证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听证会公告的发布方式；

（二）主持人以及其他听证参加人；

（三）听证事项和主要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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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述人提出的主要意见、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五）听证机构对听证会所收集意见和信息的处理意见和建

议。

听证报告应当印发主任会议或常委会会议、专门委员会，并

印送听证人和陈述人。

第三十四条 常委会应当重视听证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应当将听证报告作为立法工作的重要依

据，对没有采纳的重要意见应当予以说明。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