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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总体来看，我国各区域协同省市之间立法协同度

逐步上升，协同范围由生态环保、民生、逐渐进入到交

通、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等领域，逐步推进

协同城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方面标准

协同、监管协同、共同治理，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当前区域协同立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一）协同立法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导致协同立法过

程中出现分歧

各 区 域 省 市 为 实 现 区 域 协 同 一 体 化 高 质 量 发 展 进

行了有力的引领探索实践和制度支撑，但随着实践的深

入，在实现“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下，

区域协同立法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如立法事项

范 围 界 定 不 清 、 协 同 机 制 尚 不 健 全 、 立 法 内 容 相 似 趋

同，立法资源未共享等问题。首先，在实际操作中，哪

些事项适合开展协同立法？应当纳入协同立法的范畴？

哪些事项应由各地单独立法？这些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

识，缺乏明确界定。缺乏明确的标准和依据，导致不同

地 方 、 不 同 部 门 在 协 同 立 法 过 程 中 常 常 出 现 分 歧 和 争

议，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行动，缺乏必要的协调和配

合。协同立法事项的范围界定却常常显得模糊不清，这

不仅给立法实践带来了诸多困扰，使得协同立法事项的

范围难以及时得到明确和界定，[1]也影响了法律体系的统

一性和权威性。例如，在垃圾分类标准、道路运输车辆

收费等领域，是否需要进行协同立法仍存在争议。

（二）协同立法地方立法特色不明显，立法内容相

似趋同导致法律责任差异大

地 方 立 法 特 色 是 地 方 立 法 的 重 要 价 值 所 在 。 由 于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民族风俗习惯

等存在差异，地方立法特色在协同立法的框架下显得愈

发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立法的独特性和

实 效 性 。 如 在 地 方 立 法 权 规 制 较 多 的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方

面，各城市对文明卫生、大气污染、村民房屋建设等立

法内容设定基本趋同，但是法律责任不同，处罚区间差

异大，类似的市场规则和监管制度差异影响行业跨区发

展，形成新的市场壁垒，让行政相对人产生对法规的适

应混乱，立法资源重复浪费。一些地方立法机构为了追

求立法效率，往往倾向于借鉴或照搬其他地区的立法成

果 。 这 种 做 法 虽 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节 省 了 立 法 成 本 和 时

间，但却导致了立法内容的同质化现象严重。许多地方

立法在条款设置、制度设计等方面都大同小异，缺乏鲜

明的地域特色和针对性。

（三）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影响地区融合协同治理的

实现

在协同立法过程中，各参与方之间协同数据标准、

工作方式、责任划分等问题影响协同治理效率。在复杂

多变的任务环境中，往往难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与责

任边界，导致工作重叠、推诿扯皮等现象频发，这不仅

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与资源，还影响协作氛围。立法活动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调研、论证、起草、审议等各

个环节，然而由于财政收入不平衡，立法资源分配不均

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一些地区在立法过程中往往面临人

才短缺、资金不足等困难，立法工作往往只能停留在表

面，未能深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难以有效参与区域

协同立法。影响地方政府之间、地方立法机构之间与地

方执法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

（四）科技创新竞争影响区域科技协同立法发展

科 技 快 速 发 展 也 带 来 了 一 系 列 法 律 空 白 和 监 管 难

题，湖南在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创高地使命任务中

面临如何更好保护和调动创新主体积极性、释放创新活

力的问题。融入区域协同科技创新发展既需要发挥协同

立法在科技创新、改革、发展、转化、保护等方面的基

础保障作用，也需要关注如何保障资金、数据、技术、

利 益 的 共 同 投 入 、 转 让 、 共 享 、 分 配 等 创 新 共 同 体 权

益，关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可能带

来的风险和挑战，传统的法律体系往往难以适应新技术

的发展速度，导致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

方面存在诸多漏洞，加强与各区域相关主体科技创新协

同立法的制定和完善工作，推动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自由

流动，[2]以促进“产业”和“创新链”深度融合是湖南科

技协同立法需面临的挑战。

《立法法》视域下区域协同立法的路径优化

区域协同立法正逐步成为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促

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当前存在的困

境与挑战，各地方立法主体要用足用好《立法法》关于设

区的市协同立法事项上行使立法权限的规定，充分发挥地

方性法规的补充性、实施性、探索性功能，进一步推动制

定出台有效管用的地方性法规。优化协同机制，优化立

法资源配置，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以问题为导向，深化区域协同立法重要性认识

实 施 区 域 一 体 化 发 展 战 略 ， 其 目 的 是 有 效 整 合 区

域内的各种资源，发挥区域优势、释放潜力，在区域发

展上形成合力深度，促进区域内要素的合理流动充分融

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湖南位于多个全国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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