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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1/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71042.htm 一、刑法的效力范围

的概念 刑法的效力范围又称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时 

间、空间范围的效力。刑法的效力范围涉及国家主权、民族

关系、新旧法律的关系问题，是刑事法律和刑法理论中的一

个重要问题。刑法的效力范围明确规定于我国刑法第６条至

第１２条中。 二、刑法的空间效力 来源：www.examda.com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什

么地方和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解决的是国家刑事管辖权的

范围问题。解决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采取什么样的原则，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属地原则。该原则的含义

是以地域为标准，主张凡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不论

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均适用本国刑法。 ２、属人原

则。该原则的含义是以人的国籍为标准，主张凡是本国公民

，无论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领域外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

反之，非本国公民犯罪，均不适用本国刑法。 ３、保护原则

。该原则的含义是以侵害的对象否本国国家或公民的利益为

标准，主张凡是侵害本国国家的利益或者公民利益的，无论

犯罪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

还是外国人，均适用本国刑法。 ４、普遍管辖原则。该原则

的含义是以保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标准，主张凡是侵害了

为国际公约，条约规定所维护的各国共同利益的，无论犯罪

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

领域外，均适用本国刑法。 上述各种原则都有其合理性，但



具体适用起来也暴露出一定的片面性。因此，近现代各国刑

法，单纯采取上述某一原则的愈来愈少。而多是以属地原则

为主，兼采其他原则的做法。我国刑法关于空间效力的规定

，就是采用以属地原则为主，以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

管辖原则为补充的一种原则，吸取各原则的合理之点，避免

各原则的不足之处。 （二）我国刑法对地的效力 来源

：www.examda.com 我国刑法对地的效力体现在刑法第６条、

第１０条、第１１条的规定之中，即我国刑法在我国领域内

的适用以及在我国领域外如何适用。 刑法第六条规定：“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

，都适用本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

的，也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这是我国刑法在我国领域内的适用规定。 对法律有特别

规定的理解。刑法第６条所说的特别规定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刑法第１１条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

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2)刑法第９０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

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

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3)关于港澳台地

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适应“一国

两制”的要求，我国刑法不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

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也采用“一国两制”的方针。 

来源：www.examda.com （三）我国刑法对人的效力 我国刑法



对人的效力的规定同刑法对地的效力的规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下面分别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的适用问题分述

如下： 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适用。 (1)在我国领域内

的适用。根据刑法第６条规定的精神，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

以外，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都适用本刑法。 (2)在

我国领域外的适用。刑法第７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

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２、对外国

人的适用。 (1)在我国领域内的适用。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

罪，除刑法第１１条规定的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

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外，其他外国人犯罪的一律适

用我国刑法。(2)在我国领域外的适用。刑法第８条规定了外

国人在我国领域外犯罪的刑法适用，即“外国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本法

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

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四）我国刑法关于

普遍管辖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９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这是我国刑法关于普遍管辖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是

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无论犯罪人是

中国公民还是外国人，犯罪的行为或结果发生在什么地方，

是否侵害了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我国在承担条约义务

的范围内，凡是不引渡给有关国家的，都适用我国刑法。 三



、刑法的时间效力来源：www.examda.com 刑法的时 间效力，

是指刑法在什么时 间生效、失效以及对刑法生效以前的行为

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刑法的溯及力，又称刑法的溯及效

力，是指刑法生效以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

尚未确立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即有溯及力；

如果不适用，则没有溯及力。 关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刑事

立法或刑法理论有不同的规定或主张，归纳为四种：从旧原

则；从新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从新兼从轻原则。根据刑

法立法精神，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比较科学，并且符合实际

情况，因而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我

国刑法第１２条的规定体现了该原则。刑法第１２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

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

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

，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

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