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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0905.htm 第八节 时效 【重点法条

】 第八十七条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

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

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

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

，须报 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相关法条】 《刑法》第99

条。 【意思分解】 1追诉时效的期限有四种，即5年、10年

、15年以及20年。其确定的标准是具体犯罪行为所 对应的的

法定最高刑，即根据犯罪的具体行为、性质和情节，分别适

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相应条款或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进

行计算追诉时效期限。 2根据《刑法》第99条的规定，这里“

不满5年”应当不包括本数5年，“5年以上不满10年 ”应当包

括5年但不包括10年，但是要注意的是，第(三)项“10年以上

有期徒刑”则包括10 年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表明法定刑最

高为15年以及在数罪并罚情形下，即使可判20年有期 徒刑的

，其追诉时效仍为15年而非20年。追诉时效为20年的只有“

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 【重点法条】 第八十八

条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 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

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

限制。 【相关法条】 《刑法》第87条。 【意思分解】 1本条



规定的内容是不受时效限制的法定情形，是第87条规定的例

外：第一，因经过刑 事诉讼程序，即公、检、法机关已经立

案侦查或受理案件后，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

诉期限的限制；第二，因被害人的控告，即被害人在追诉期

限内提出控告，公、检、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

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第三，《刑法》第87条第4项的规定，即

因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其适用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

刑，经20年后若认为仍然必须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 2注意《刑法》总则中共有四个地方规定了特殊情况

下应当向最高司法机关报请核准：一 是死刑核准(第48条、50

条)；二是不具备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但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

处刑罚的(第63条)；三是无期徒刑犯或者有期徒刑犯实际执

行刑期不够法定最低期限，但有特殊情况而需要假释的(第81

条第1款)；四是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追诉期限

为20年，20 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第87条)。其中前三种情

况都是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第四种情况则是报请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 【重点法条】 第八十九条 追诉期限从犯罪

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

终 了之日起计算。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

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意思分解】 追诉期限的计算问题

分为三种情况： 1一般情况下追诉时效应当从“犯罪之日”

起计算，这也是计算追诉时效的基本原则。 注意犯罪之日是

指犯罪成立之日，而不是犯罪既遂之日，因为预备犯、中止

犯、未遂犯等不存在既遂问题。 2连续犯与继续犯追诉时效

的计算应“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在连续犯的情况下，

就 是指最后一个犯罪行为完成之日；在继续犯的情况下，就



是指犯罪行为持续状态结束之日。 3诉讼时效的中断即在时

效期限内再犯新罪的情况，此时前一罪的追诉时效重新计算

，即 “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此前经过的时间归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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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