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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法律就有法律解释，法律的适用需要解释，故刑法规范的解释问题是刑法实施乃至整个刑法学的核
心问题。
但怎样解释刑法却并非简单之事，而是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刑法学者一度习惯于寻找、设定刑法的漏洞，然后给出一个将来需要进行立法修改以弥补该漏洞之类
的立法建议，而不是对刑法进行合理的解释。
我国以前的刑法学在某种意义上演变为刑事立法学，而不是刑法解释学，刑法成为被广泛嘲笑的对象
。
或许正是因为很多人不勤于合理地解释法律而只是专注于批评法律，从而不仅背弃了自己的使命，而
且降低了法律的权威，因此，张明楷教授提出“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的观念，主张刑法解释者应该
心中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对刑法进行符合正义目的的实质解释：“相信立法
者不会制定非正义的法律。
当解释者对法条做出的不符合正义理念时，不要抨击刑法规范违背正义理念，而应当承认自己的解释
结论本身不符合正义理念，当解释者对法条难以得出某种解释结论时，不必攻击刑法规范不明确，而
应反省自己是否缺乏明确、具体的正义理念。
所以解释者与其在得出非正义的解释结论后批判刑法，不如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得出正义的解释结论；
与其怀疑刑法规范本身，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与解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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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批评，本书则按照“司法解释也不是轻易嘲笑的对象”
的总体思路，从现象学、政治学、文化学、法理学、宪法学、刑法规范解释学等角度，对学界的批判
进行了回应，从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立法化在我国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司法解释立法化有中国文化传
统的根基；司法解释的立法性也是西方国家司法解释的性质，英美法系、欧陆法系也有不同表现形式
的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存在；罪刑法定原则、严格解释原则也不能否定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合法性；
司法解释立法化也是创造性的实质解释论的必然要求。
对于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刑法司法解释是合理合法的，有的司法解释则
是不合理的、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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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司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应相关国家机关法律咨询的要求，经常
性地发布答复意见。
具体到刑法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颁布的答复意见主要有：2002年1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隐匿、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主体
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2002年7月24日《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
题的答复意见》；2004.年2月20日《关于请予明确全民所有制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有关问题
的函》等。
从内容上看，这些答复意见无疑是对刑法规定进行的解释。
法工委虽然不是法定的立法机关，但作为立法机关的内部工作机构，其作出的答复意见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代表了立法机关的立场和意志，因此，这类答复意见在形式上虽不是立法解释，但在实质上却具
有刑法立法解释的性质。
另外，在实践中，还存在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联合其他国家机关对刑法进行的解释，不仅有法工
委和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联合颁布的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的答复意见，还存在着法工委和其他国家机关联
合制发刑法解释的情况。
例如，1984年3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
政部《关于正在服刑的罪犯和被羁押的人选举权问题的联合通知》；1986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劳教工作干警适用刑法关于司法工作人员规定
的通知》等。
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其他国家机关联合作出的这些解释，到底是立法解释还是“准立法解
释”抑或是司法解释，这些都尚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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