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理学复习笔记及习题--第四节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6_B3_95_E7

_90_86_E5_AD_A6_E5_c36_51019.htm 第四节 法律解释和法律

推理（即教科书中第五节）一、法律解释1．法律解释是指一

定的人或组织对法律规定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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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 4）法律解释受解释学

循环的制约。2．法律解释的种类：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

即学理解释）；字面解释、限制解释与扩充解释。一是正式

解释和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一般称为法定解释，是指由特

定的国家机关或有解释权的人对法律作出有约束力的解释；

非正式解释也叫学理解释，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二是字面解

释、扩充解释、限制解释。这是根据解释尺度而进行的分类

，字面解释比较好理解，限制解释就是比原意要窄，扩充解

释就是比原意更宽，比如，《婚姻法》里父母对子女有抚养

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个"父母"、"

子女"都要作一限制解释，前一个子女应该是未成年子女，后

面的父母应该是无劳动能力、失去自己生活来源的父母。3．

法律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

的解释。第一，文义解释，也称文法解释、文理解释，即依

照文法规则分析法律的语法结构、文字排列和标点符号等，

以便准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基本含义。一文义解释集中在语言

上。第二，历史解释。历史解释是对某一法律规范产生、修

改或废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条件的研究作出

的说明，同时将新的法律规范同以往同类法律进行对照、比



较，以阐明法律的意义。强调依据立法史料，探求立法者在

制定法律时所依据的事实、情势、目的等来探知立法者意思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时

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为什么要规定那一条，当时我们国家为

什么不规定取得时效，我捡到一个东西，我藏了五年，这该

归我了吧，为什么《民法通则》不规定这些东西，那很多东

西都要从历史角度来考虑。当然有些东西是从文化角度来进

行考虑的，发现有很多制度在中国缺乏道德基础，比如拾金

不昧，从物的效用角度上讲，最大限度利用物的价值的角度

上，规定取得时效，捡到一分钱，藏到口袋里，过了二三天

就是我的，但这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捡到东西大家都

是很尴尬，又怕别人来找我，又不敢踏实用。第三，体系解

释。这也称系统解释，是指从某一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

的联系，以及它在整个法律体系或某一法律部门中的地位与

作用，同时联系其他规范来说明规范的内容和含义。这主要

考虑到这个条文、整部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的位置，比如这

条文是在《刑法》的总则部分还是在《刑法》的分则部分，

在《刑法》的分则部分它又是在哪个章里面。第四，目的解

释。目的解释是指从法律的目的对法律所做的说明，根据立

法意图，解答法律条款。有的公园规定："禁止攀枝摘花。"

此规定从法学的角度看，也可以解释为：不允许无故毁损整

株花木。这一解释属于目的解释。4．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

制第一个立法解释，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我们的《立

法法》稍微作了一些规定，一般认为现在立法解释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解释，包括对宪法的解释和对法律的解释两部分

。第二个司法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最高人



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第三个行政解释，它是指国务院及其

所属部门在依法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时，对有关法律和

法规所作的解释。它包括下列几种情况：一是对不属于审判

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和法规如何具体应用所作的解释。

这种解释往往包括在它们制定的实施细则中。另一种情况是

指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

进行解释。地方国家机关对它自己制定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解

释。这种解释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常

设机关进行解释。凡属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

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定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另一种情况是，凡属地方性法规

如何应用的问题，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进行解释。5．法律解释的原则。法律解释一般要坚持合法性

原则、合理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按照我国《宪法》和1981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列选

项哪些不属于有权解释？A．司法机关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

；B．国务院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C．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

法和法律的解释；D．法律专家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这题

比较简单，除C项以外，别的均为无权解释。正确答案A、B

、D二、 法律推理（一）法律推理的涵义 法律推理就是在法

律论辩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或者说，是人们在有关法律

问题的争议中，运用法律理由解决问题的过程。（二）法律

推理的特点：1．法律推理是一种寻求正当性证明的推理。法

律推理的核心主要是为行为规范或人的行为是否正确或妥当

提供正当理由。法律推理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规则的正

确涵义及其有效性的问题，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正当的问题



，当事人是否拥有权利、是否应有义务、是否应负法律责任

等问题。2．法律推理要受现行法律的约束。 3．法律推理是

一种实践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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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