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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驹过隙，距离“法学新问题探索系列丛书”第一部的出版，已经十二年了。
十二年间，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办学理念，在更好地实现教书育人
、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同时，不断推进学院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十二
年间，法律学院始终坚持推进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积极增强学院整体科研实力，为把学院建设
成为有较强实力和应用特色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基地而不断努力；十二年间，学院教师始终坚持严谨治
学，关注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认真研究国家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拓展学
术视野、潜心投入理论研究，科研成果丰硕；十二年间，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和不懈努力，学院始终坚
持“法学新问题探索系列丛书”的连续出版，以丛书的形式展示学术研究成果，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
法学新问题、新现象，为我国的法治建设献计献策。
“法学新问题探索系列丛书”的出版，既为教师搭建了展示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争鸣的平台，也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尤其是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部门均对丛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回首以往的努力与坚持，我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在发扬以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
断提升科研水平，才能处于法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科研主动性、更好地反映教师科研成果、创新并优化书面载体，我们决
定对原"法学新问题探索系列丛书"进行改版，每年出版一期《华政法律评论》。
学院通过征稿及经出版社聘请的各学科专家认真评审，共选取了十九篇学术论文，结集出版《华政法
律评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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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首以往的努力与坚持，我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在发扬以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
断提升科研水平，才能处于法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科研主动性、更好地反映教师科研成果、创新并优化书面载体，我们决
定对原“法学新问题探索系列丛书”进行改版，每年出版一期《华政法律评论》。
学院通过征稿及经出版社聘请的各学科专家认真评审，共选取了十九篇学术论文，结集出版《华政法
律评论》第一卷。
该卷主要涉及了刑法、民法、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学科；在内容上既
有法学理论研究，也有实务问题探讨，代表了最新的法学研究成果。
今后我们还将不断汇集编辑优秀论文，持续推出《华政法律评论》系列卷，努力使《华政法律评论》
成为法学研究的精品书籍。
希望《华政法律评论》第一卷的出版，能够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为我国法学理论及实务研究的
深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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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制定机关统一解释可以保证法制的相对统一性，避免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因部门利益和地
方利益而导致的恶性冲突。
如果结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产生过程来考察“谁制定，谁解释”原则，我们就会进一步发现这一原
则的合理性。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律的制定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机关则
是行政机关。
前者是代议机关，后者是执行机关，不是代议机关。
法律是由人民的代表制定的，它反映了人民的意志。
如果不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解释，就有可能被歪曲甚至颠覆人民的意志。
从这个角度出发，行政机关失去了原有的对法律的解释权力是妥当的。
至于对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解释，出于权力分工的考虑，由行政机关解释比较好。
(三)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1．制定法律的主体并不一定清楚法律的原意解决了部分问题的现行“谁制定
，谁解释”制度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基于以下认识可以认定“谁制定，谁解释”的合理性：法律是立法者制定出来的，当然只有立法者自
己最清楚法律表达的含义，如果允许其他机关解释法律，就可能使法律在这些不能最真切理解法律的
机关的解释中“变味”，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这种理解，属于19世纪流行于西方的主观说，认为只有立法者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①19世纪末，客观说在西方出现，该说认为，“法律一经制定，即与立法者分离，成为一种客观存在
。
立法者于立法当时赋予法律的意义、观点及期待，并不具有拘束力，具有拘束力的只是作为独立存在
的法律内部的合理意义。
”②结合行政法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谁制定，谁解释”有不足之处，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者自己
也不一定明白立法的原因，或者说，不一定能使法律规范确定化。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就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
通常情况之下，立法机关的多数意见反映了利益的联合，这些利益的联合不仅必须在其内部达成妥协
而且必须与其对立方达成妥协。
⋯⋯如果在有争议的社会或经济政策问题上采取一个显而易见的立场，其所失去的将远甚于其所赢得
的。
立法机关若要详尽规定政策就必须对专门而复杂的问题进行连续不断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决定和修
正。
而这样一个任务需要集中国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或不愿意集中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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