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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公开研究》

内容概要

立法公开研究一书共分为七章，加上自序、参考文献和后记。正文主体内容为：立法公开的意蕴、立
法公开的基础、立法公开的价值、立法公开的原则、立法公开的范围、立法公开的阶段、立法公开的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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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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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立法解释的公开　　一般而言，立法解释是指相关机关对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条文含义的界定
或适用说明。“据统计，原来世界上有近30个国家有立法解释制度，前苏联、东欧等国家体制改变后
，现在仍有近20个国家有立法解释制度。”当前我国关于立法解释的界定大多从解释的主体出发，因
此，立法解释的含义由于解释主体的范围不同也存在多种观点。狭义的立法解释是专指国家最高权力
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制定的法律进行的解释；中义的立法解释是指有权制定法律和地方性法规
的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机关的常设机关对法律、法规所作的解释；广义的立法解释是指国家机关为更好
地适用法而对制定法作出的具有立法意义的解释，因此不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只要其
解释具有立法意义，都属于立法解释的范畴。立法解释是法的完善阶段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补充修
改法律的重要手段，通过立法解释不仅可以使抽象的法律条文明确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还可以弥
补法律漏洞和更新法律的含义。　　本文所阐述的立法解释，属于第二种情况，即立法机关对规范性
法律文件中相关内容的解释。在我国立法解释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对其本身制定的规范性
法律文件所作的解释。如《立法法》第31条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
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解释”；2001年《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3条规定：“规章解释权属于规章制
定机关”。二是有关国家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所作的解释。如《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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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三是有关国家机关授权其他机关进行解释。如2004年国务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第30条规定：“本办法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负责解
释。”也就是说，立法解释不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也包括所有立法主体。　　⋯⋯

Page 4



《立法公开研究》

编辑推荐

加强立法公开的研究应成为立法学界同仁的共同责任和使命，这不仅是为了满足立法实践的的要求，
也是丰富和发展立法学科理论体系的要求。李店标编著的《立法公开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从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角度对立法公开展开探讨。立足于为我国民主立法的顺利推进献计献策，并期望引起更多
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然，书中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求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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