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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解释的涵义与特点 法律解释是指一定的人或组织

对法律规定涵义的说明。法律解释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 法

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规定和它的附随情况。 2. 法律解释与具

体案件密切相关。法律解释往往由待处理的案件所引起，而

且法律解释需将条文与案件结合起来进行。 3. 法律解释具有

一定的价值取向性。法律解释的过程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

选择的过程。 4. 法律解释受解释学循环的制约。法律解释循

环的存在，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孤立的断章取义地曲解法律。 

（二）法律解释的种类 1. 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 这是依解释

的主体和解释效力的不同所作的分类。所谓正式解释，通常

也叫法定解释，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官员或其他有解释

权的人对法律作出的具有法律上约束力的解释。正式解释有

时也称有权解释。非正式解释，通常也叫学理解释，一般是

指由学者或其他个人及组织对法律规定所做的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学术性或常识性的，不被作为执行

法律的依据。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是区别正式解释与非

正式解释的关键。对于这里的“法律上的约束力”应当作狭

义的理解，即特指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约束力。 2. 字面

解释、限制解释与扩充解释 这是依解释尺度的不同所作的分

类。（1）限制解释，是指在法律条文的字面涵义显然比立法

原意为广时，作出比字面涵义为窄的解释。（2）扩充解释，

是指法律条文的字面涵义显然比立法原意为窄时，作出比字



面涵义为广的解释。（3）字面解释，是指严格按照法律条文

字面的通常涵义解释法律，既不缩小，也不扩大。 （三）法

律解释的目标 1. “主观说”与 “客观说” 主观说认为，法律

解释的目标应当是“探求历史上的立法者事实上的意思，亦

即立法者的看法、企图和价值观。客观说认为，法律自从颁

布时起，便有了它自己的意旨，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探求这

个内在于法律的意旨。坚持客观说可以使法律解释适应变化

的现实，实现法律解释补充或创造法律的功能，有助于提高

法的确定性。 2. 严格解释与自由解释 持严格解释态度的人强

调探求法律条文字面的涵义，要求精确地遵循某种既定的规

则进行解释，而不考虑解释的结果，持自由解释态度的人则

强调通过解释得出合乎社会的、道德的愿望的结果，认为不

必须遵循哪种规则，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字面涵义。 （四）

法律解释的方法 法律解释的方法是解释者在进行法律解释时

为了达到解释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它与前面所讲的法律解

释的特点、法律解释的意义和解释的目标是密切相连的。法

律解释的方法大体上包括文义、历史、体系、目的等几种方

法。 1. 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也称语法解释、文法解释、文理

解释。这是指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来说明法律规定的涵义

。 2. 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是指通过研究有关立法的历史资料或

从新旧法律的对比中了解法律的涵义。进行历史解释的目的

，主要是探求某一法律概念如何被接受到法条中来，某一个

条文、制度乃至某一部法律是如何被规定进法律体系中来，

立法者是基于哪些价值作出决定的。历史解释是在文义解释

划定的范围内进一步限定，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上确定法律的

涵义。 3. 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这



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中乃至整个法律体系

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在解释

学上，有解释循环的现象。首先，应综合考虑条文之间的相

互关系。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表述法律的时候，为了使法律

条文简洁、清晰，会使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规则）。在解释

法律条文的时候应考虑到它们的照应关系。其次，应当考虑

法律条文在情事上的同类性或一致性。再次，应当运用法条

竞合的规则解决可能出现的法条之间的矛盾。即法律体系中

会出现两个以上的法律条文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而这些条

文之间彼此矛盾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运用有关法条

竞合的规则解决矛盾。其中包括：高阶法优于低阶法；特别

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等等。 4. 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

指从制定某一法律的目的来解释法律。这里讲的目的不仅是

指原先制定该法律时的目的，也可以指探求该法律在当前条

件下的需要；既可以指整部法律的目的，又可以指个别法条

、个别制度的目的。按照这种方法，在解释法律时应当首先

了解立法机关在制定它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然后以这个目

的或这些目的为指导，去说明法律的涵义，尽量使有关目的

得以实现；如果由于社会关系发展变化，原先的立法目的不

适应新的社会情势的需要，按照自由解释的态度，解释者可

以根据需要确定该法律新的目的。 （五）当代中国的法律解

释体制 法律解释体制，是指正式解释的权限划分。《立法法

》规定： 1.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

解释：（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涵义的；（2）

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2. 国

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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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