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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推理 一、法律解释 1.法律解释，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

组织或者公民个人，根据国家的立法意图、法理原则和政策

观点对现行的法律或法律条文的内容、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

念、术语、定义等所作的必要说明。 2.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在

于:（1）法律解释是正确适用法律的需要。法律规范规定的

抽象性和概括性与社会生活实际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

盾，要求对现行法律的有关内容作出统一的解释和说明；（2

）法律规范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性之间的矛

盾；（3）法律规范的表达特点与人们的理解力之间的矛盾；

（4）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 3.法律解释可以

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通常是: （1）按照解释效力的不

同，法律解释可以分为有权解释（正式解释、法定解释）和

无权解释（非正式解释）。其中有权解释根据其解释主体的

不同，又可以分为立法解释（由立法机关及其授权的国家机

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作的解释）、行政解释（不包括行政机

关对自己制定的法规、法令的解释。行政机关对自己制定的

法规、法令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又分为审判

解释，检察解释，共同解释）；无权解释根据其解释的主体

不同，又可以分为任意解释（司法活动中的当事人及其代理

人、律师对于法律的解释和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的解释

）和学理解释（由教学机构、学术团体、法学家和法学工作

者在学术研究、法学教学和法制宣传教育中对法律进行的解



释）。（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2）按照解释的尺度的不同

，法律解释可分为字面解释、限制解释和扩充解释。 （3）

按照解释的方法不同，法律解释又可以分为语法解释、系统

解释、历史解释和逻辑解释。 4.法律解释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历史与现实相统一

的原则、文意与法意相统一的原则。 二、法律推理 1.法律推

理，是指以法律与事实两个已知的判断为前提，运用科学的

方法和规则，为法律适用结论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

活动。 2.基本特征:（1）是法律适用中的一种思维活动；（2

）法律推理的前提是法律和事实这两个已知判断；（3）需要

运用多种科学的方法和规则进行；（4）目的是为法律适用结

论提供正当理由。（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供） 3.形式法律推理

的三种方法: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 4.实质推理，

就是指当作为推理的前提处于多元化时，借助于辨证思维从

中选择出最佳的命题以解决法律问题。 实质法律推理适用于

疑难案件，主要有以下两种:（1）因法律规定的复杂性所引

起的疑难问题。（2）法官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矛盾的法律

命题进行选择所引起的疑难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