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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文常用文号有法释字、法发字和法字几

种。我在研究两院对疑难案件处理机制问题时发现，最高人民法

院以下三种不同文号各有分工。 

1.法释字文件用于发布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 6 条规定，司

法解释以法释字号公文发布，其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

复”和“决定”4 种。该规定中的“解释”是“对在审判工作中

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

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这种“解释”针对的是“类”的法律适

用疑难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疑难案件的处理大

多通过“解释”的方式予以规定，以解决法律规范的模糊、抽象

等问题。比如，2021 年 12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布法释〔2021〕24 号《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法发字文件用于发布指导意见。 

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

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

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为监督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工作，

会就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在审判中的贯彻实施和法院审判工作

中的疑难问题提出政策性意见。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

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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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号)，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 12 月 17 日《关于 依法平等保护

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法发〔2014〕

27 号）等。 

3. 法字文件用于发布指导案例。 

为指导全国法院对疑难案件的正确办理，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以法发〔2010〕51 号文发布了《关于案例指

导工作的规定》，建立了司法审判中的案例指导制度，该制度的

宗旨是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

法公正。其所称指导性案例，是指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符

合以下条件的案例：（一）社会广泛关注的；（二）法律规定比较

原则的；（三）具有典型性的；（四）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五）

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其中所指“社会广泛关注”和“具有

典型性”两类案例可归入“名案”，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和

“疑难复杂”可归入“疑案”。依照这一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最高人民检察院亦创设了类似的指导性案例制度。比如，2020

年 12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 26 批指导性案例的

通知》（法〔2020〕352 号）。 

2018 年 10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行了

修正，修正后的两部组织法正式确认了两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权

力。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18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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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23 条第 2 款。 

位阶 

司法解释就是依法有权做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广

义上是指，每一个法官审理每一起案件，都要对法律做出理解，

然后才能够具体适用。因此，必须对法律做出解释，才能做出裁

判。每一个案件都要这样做。由最高对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

出的解释就是司法解释。中国的司法解释有时特指由最高人民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

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法发，是指最高人民

下发的文件，这个文件一般不是法律，只是系统内部的制度、管

理等方面的规范性，只是内部的规章制度。法释，就是司法解释，

在司法实践应用中很广泛，可以再判决中直接引用的。 

司法解释的效力和法律一样吗 

当前社会中，司法解释在调整社会相关关系、指导司法机关

正常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司法解释的效力和法

律一样吗?下面由华律网小编为大家进行相应的解答，以供大家

参考学习，希望以下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一、司法解释的效力和法律一样吗 

司法解释的效力和法律一样，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最

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经过中怎样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进行解释是一种根据法律的授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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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工

作和诉讼程序中对法律的阐释，狭义的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

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制作的具有

普遍司法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法律优先原则：  

所谓法律优先，是指上一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于下一层次

法律规范。在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已有规定的情况下，下一位阶的

法律规范不得与上一位阶的法律规范抵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没

有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作了规定的，一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

就该事项作出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就必须服从上一位阶法律

规范。实践中，若是法律、法规、规章均对某事项作了规定，法

规、规章与法律不一致的，适用的顺序依次是法律、法规、规章。

这是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管理时必须遵守

的基本准则。本规范同样适用于法律与道德相冲突时以法律优先

的情况。 

法律的优先适用原则包括基本法律优于部门法；部门法优于

地方法；新法优于旧法 [2]  。 

法律优先原则的法理依据 

（一）法律渊源的效力依据 

法律优先原则有其深刻的法理依据，这种法理依据是由法律

效力渊源决定的，而法律效力渊源又是由其制定国家机关的级别

和地位决定的。法律渊源是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法律渊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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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法律的来源或法律的形式，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渊源和形式意义

上的渊源两种形式。所谓实质意义上的渊源，即法的真正来源、

根源和法源，是指法产生的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生活条件。形

式意义上的渊源即法学上通常所说的法的渊源。形式意义上的渊

源，还可以分为直接渊源和间接渊源。直接渊源又称为正式渊源

或效力渊源，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具有各类规范性法律文件，依

其效力不同分为宪法、法律（狭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规章五个层次见图。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国家的

根本法，它的制定和修改必须经过特别的程序（三分之二以上多

数通过），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下位法包括狭义的法律在

内所有法律形式，都不能与之相抵触，否则无效。狭义的法律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效力仅次于宪

法，高于其它层次的法律。第三个层次是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

定的，其效力低于狭义的法律，而高于地方性法规。第四个层次

是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制定的，其效力低于行政法规，高于规章。第五个层次是

规章，规章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规章。国

务院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的效力相等，分别在各自的范围内

有效。间接渊源，又称为非正式意义上的渊源或非法定渊源，包

括各种判例、习惯、宗教规则、法理学说、道德原则和规范等。

由于现代行政的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国防、外交、经济、文化、

教育、卫生、体育、城乡建设等各个方面，因而决定了行政法不

仅调整范围广泛．而且数量众多。具有关统计行政法占我国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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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 80 以上，而在全部的行政法中政府规章所占的比例最多。 

（二）国家机关法律地位等级依据 

法律效力等级是如何形成的呢?从分析产生法律的制定机关

的级别可以发现，所谓法律的效力等级是由制定该法律的国家机

关的法律地位等级决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位高于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以宪法的效力高于狭义的法律，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地位高于国务院，所以狭义的法律高于

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地位高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所以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的地位高于同级的人民政府，所以地方性法规的效

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国务院工作部门与省级政府同一级别，所

以国务院部门规章的效力与地方政府的效力相同。 

二是“不抵触”原则。所谓“不抵触”，是指在法律位阶的

层级结构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律相冲突，凡有冲

突应以上位阶的法律为准绳。与“根据（法律）”原则相比，“不

抵触”原则主要侧重于行政立法的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

机关为了执行法律而进行行政立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

原则，其立法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