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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A_8C_E8_8A_82_E3_c36_50946.htm 一、法律解释的概念 ����

法律解释，就是法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对法

律规定的内容和含义所作的说明。法律解释是为了揭示法律

规定中的立法原意。二、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法律解释之所以

必要，主要是因为：���（一）法律解释可以解决以有限的法律

规范来规定、概括无限的社会关系的矛盾。���（二）法律解释

可以解释词语和词语所表达的意思难以完全同一的矛盾。���（

三）法律解释可以解决适应社会发展和保持法律相对稳定的

矛盾。���（四）法律解释可以解决国家法制统一和国内各地区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五）法律解释可以解决法律与法律之

间的矛盾。���三、法律解释的分类���（一）法律解释的基本分类

。����根据解释的主体和效力的不同，法律解释可以分为法定解

释和学理解释。这是对法律解释所作的最基本的分类。��１. 法

定解释。����法定解释，又称有权解释、正式解释，是指由特定

的国家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职权，对有关法律规范

的内容和含义所作的说明。这种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

为处理案件的依据。根据解释的国家机关性质不同，法定解

释一般又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在我国，经

过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形成了法定解释体系，它主要包括：��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２）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３）国务院及其主管部

门的解释。��（４）国家地方政权机关的解释。��（５）中央军

事委员会的解释。���２. 学理解释。����学理解释，又称非正式解释



，是指法定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对法律的内容和含义所作

的说明。这种解释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不能作为实施法律

的依据，故有人称之为无权解释。���（二）法律解释的其他分

类。����法律解释除了法定解释和学理解释这种基本划分外，法

学上还有依其他标准所作的分类。���１. 根据解释方法的不同，

法律解释可以分为语法解释、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和历史解

释。���２. 根据对法律条文字面含义宽窄解释的不同，法律解释

还可以分为限制解释、扩充解释和字面解释。四、法律解释

的规则����法律解释不能违背法律的本意，这是法律解释最根本

的原则。为了使法律解释不脱离法律的本意，学者们总结出

以下几条规则，供有关国家机关在解释法律时参考和遵循。����

（一）解释法律上的用语应该注意法律的全体。����（二）解释

法律上的用语应该用普遍意义。����（三）法律上的用语有保留

意义时从扩充解释。����（四）对"例外"用限制解释。����（五）法

律上的用语在没有特别理由时从字面解释或者扩充解释。����（

六）关于惩罚或者承担义务的法律用限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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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