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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6_B0_E7_94_9F__c122_486230.htm 在典型的英美法国家，

无论是联邦系统的法官，还是各个州的法官，都可以根据宪

法和先前的判例自行创制法律规范，也可以对国会制定的法

律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进行司法审查。而在我国法院的法官

不能独自作出司法解释，只能集体行使司法解释权。 我国物

权法正式实施之后，社会各界将目光集中在司法机关，希望

法官能按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做出判决，以彰显出我国物权

法保护公民个人财产的作用。 现在，湖南长沙芙蓉区人民法

院、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我国适用物权法

的案件，并且做出了判决。这些案件虽然不大，但是影响却

不小，原因就在于法院根据我国物权法的具体规范直接做出

判决，而不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中一般性条款进行裁判。 但

是，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我国物权法确实还存在一些模

糊地带。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物权法颁布不久，最高人民法

院就已经开始酝酿起草物权法的司法解释，以指导各级法院

审理涉及财产纠纷的案件。 今后各级法院在审理财产纠纷案

件时，应优先查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然后再根据我

国物权法的一般规定作出判决。在典型的大陆法国家，联邦

法院或者高等法院是没有权力制定司法解释的，立法权在国

会，法官只能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独自作出判决；在典型

的英美法国家，无论是联邦系统的法官，还是各个州的法官

，都可以根据宪法和先前的判例自行创制法律规范，也可以

对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进行司法审查。而在



我国法院的法官不能独自作出司法解释，只能集体行使司法

解释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颁布司法解释，其他任何司法机关和法

官个人都不得制作司法解释。 与大陆法国家相比，中国的司

法机关拥有集体司法解释权，而没有独自的司法解释权，尽

管法官在独立判决时，可以对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但是，

该意见并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概括起来，中国

法系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法官并不是没有法律规则创

制权，只不过这项权利必须由集体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运用司法解释创制规则。其他各级法院和法官

都不能自行制定司法解释，更不能将个案判决作为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中国法官对法律的创制权来源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授权。这项授权是因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尚未成熟

，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而最高权力机关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

制定大量的法律。 我国物权法虽然解决了所有权确认和行使

的一般性问题，但由于我国生产关系仍然处于变化之中，许

多财产关系譬如土地转让的权利义务不可能通过全国人大立

法加以解决，所以，才授权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司法实践中出

现的情况，作出具体的规定。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虽然只在司法机关内部产生效力，但是

由于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必须优先适用司法解释

，所以，司法解释事实上成为了效力等级与法律平行的特殊

法律规范。但是这种特殊的法律规范随时会因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修改完善法律而被宣告无效。所以，从性质上来说，最

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是一种临时性的法



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一旦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修改法律，或者重新颁布法律，那

么，所有关于此前法律的司法解释都将归于无效。 第三，对

司法解释任何国家权力机关和公民个人都有权提出审查意见

。按照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规定

，如果公民认为司法解释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可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如果司法解释被宣布废止

，那么依照该司法解释作出的判决则有可能会进入再审程序

。 所以，公民关于司法解释审查的建议，有可能会改变法院

最终的判决结果。这就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

可审查性。 总而言之，在中国法系中，司法机关具有非常独

特的立法权。这项权利具有集体性、临时性、可审查性。这

种制度安排，既赋予了司法机关必要的司法审查权，同时也

确保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不会因为司法解释而被削

弱。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司

法体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烙印、并且符合中国宪法实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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