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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基础理论篇，从作为行政解释前提的法律解释和行政开始，展开对
解释和行政的法律意义追问，主要内容是：法律为什么需要解释、谁有权解释法律、行政是什么、行
政为什么重要。
　　第二部分现实剖析篇，对作为行政法渊源的行政解释即现实中的有权解释——立法性的行政解释
进行分析，指出缺点，提出批评，发出建议。
主要内容是：我国现行行政解释的法律依据、我国现行行政解释体制的特点、我国现行行政解释体制
的弊端、我国现行行政解释体制的改善、我国现行行政解释评析。
　　第三部分理论创新篇，是本书的重点，首次提出并全面论述作为行政法的适用方法的行政解释，
从行政过程性、行政过程意思表示的确立、公务员成为行政主体之必要性人手，对行政解释进行重新
解读与定位。
主要内容是：行政解释主体的定位：行政机关与公务员，行政解释回归解释的本源：公务员，行政解
释的性质：执法性和司法性，行政解释的正当性分析，行政解释的规制，行政解释与司法审查，行政
解释的原则。
　　第四部分实践方法篇，对作为适用方法的行政解释之方法进行研究，并对行政解释做实证分析。
主要内容是：行政解释的方法、行政解释判例研究、依法行政新解。
基础理论篇作为行政解释前提的法律解释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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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四、依法行政的社会基础：政府角色转变　　五、依法行政的目标　　六、依法行政的方法参
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解释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解释的法律意义追问　　二、谁有权解释法律　　谁有权解释法律？
这个问题在西方的法治国家好像是多余的，但在今天的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却还是没有搞清楚。
这里的“权”是指“权力”，而非“权利”，解释的权利人人都有，法学家、律师、原告、被告、法
官、公务员甚至公众都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法律和解释法律；而拥有解释的权力，意味着该解
释能够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能够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这种解释并非人人都有资格。
　　谁有权解释法律？
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告诉我们：谁有权制定法律，谁就有权解释法律。
西方法治国家告诉我们：谁有权适用法律，谁就有权解释法律。
　　命题一：谁有权制定法律，谁就有权解释法律　　该命题的基本理念是：文本是由作者创作出来
的，当然文本的作者最清楚文本所要表现的主题和意旨，最清楚文本中词语所要表达的意义，因此，
作者最有资格解释文本；法律文本是由立法者制定的，立法者最有权威解释法律。
　　该命题既然理直气壮，很有市场，自然不乏理由来支持。
　　首先，该命题是站在立法者角度提出的，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探求立法者的原意，挖掘立法
者在制定法律时的意图和目的。
我们可以从西方早期盛行的“原意说”找到该命题的理论渊源。
“原意说”主张，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应该力求寻找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意向，不能偏离立法者的意
向。
其中，客观原意说主张，法律解释应该从法律文本中寻找立法者原意；主观原意说认为，解释者应该
将立法者当时制定法律的历史材料作为解释的对象，从这些材料中把握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把握
立法者的心境，从而找出立法意图。
当法律适用者在探求立法原意的过程中争论不休时，当人们在理解和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感到困惑时，
立法者站出来，说，大家不用费力了，还是我来说吧！
众人理所当然地遵从了立法者，因为他们觉得立法者最有资格解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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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富有理论创新的著作。
行政解释在我国是一个实践中运用极广，但理论上却研究甚少的问题。
法的生命在于适用和实施，而法的适用和实施离不开解释。
因此，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法的行政解释进行理论研究，是极具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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