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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4481.htm 1．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下列

哪些情形适用属地管辖原则( )。 A．外国人甲在中国境外打

猎，因疏忽大意击中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斯某，致其重伤 B

．外国人乙乘坐外国航空器，当该航空器进入中国领空时在

该航空器上实施犯罪 C．中国人丙乘坐中国民用航空器，当

该航空器进入外国领空时在该航空器上实施犯罪 D．中国人

丁在中国境内打猎，因过于自信的过失造成中国境外外国公

民布某重伤 【答案】A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

是：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的属地原则。《刑法》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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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规定，本题中，选项A和D，分别是犯罪结果

或者犯罪行为在我国领域内发生，因而被认为是在我国领域

内犯罪，应适用我国刑法；选项B是在我国领空内犯罪，也是

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应适用我国刑法；选项C是在我国航空

器内犯罪，因而被认为是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应适用我国刑

法，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2．甲武装掩护走私毒

品，法院判决其构成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

财产。甲的下列哪些财产可纳入适用没收财产刑予以没收的

范围( )。 A．甲在走私毒品中使用的枪支 B．甲被查获的毒品

和贩毒资金 C．甲在银行帐户上的500万元存款 D．甲所有



的2辆豪华轿车 【答案】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

是：没收财产的范围。《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是

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

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

用。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

有或者应有的财产。”根据刑法这一规定，没收财产的范围

仅限于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刑法》第64条规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

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

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根据这一规定，选

项AB属于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不属于没收财产刑的范围，

而应当予以没收或者追缴。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D。 3

．下列情形中，应当数罪并罚的有( )。 A．判决宣告前，查

明甲分别实施了三次受贿行为，数额分别为2万、3万、5万元

B．乙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在缓刑考验期

内，又查明其另外一起受贿2万元的罪行 C．丙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服刑期间又犯故意伤害罪 D．丁因

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执行完毕后，又发现其在该次

盗窃以前还有一起重大盗窃犯罪行为 【答案】BC 【考点分

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同种数罪的并罚。本题的四个选

项中，每个选项的数罪都是同种数罪。对于同种数罪，我国

审判实践的一般做法是，对于判决宣告以前的同种数罪，以

一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对于在服刑期间发现的“漏罪

”或者再犯的“新罪”，以及在缓刑考验期间和假释考验期

间的“漏罪”或者“新罪”，不论其与已经判决的罪是同种



数罪还是异种数罪，一律按照相应的规则予以并罚。选项A

是判决宣告以前的同种数罪，所以不能并罚；选项BC则分别

是缓刑考验期内的“漏罪”和刑罚执行期间的“新罪”，应

当并罚；选项D因前罪刑法已经执行完毕，已经失去了并罚

的基础，故也不能并罚，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C。 4．

甲误认为遭到乙的紧急的不法侵害，而对乙实行防卫行为，

致乙死亡。事后证实乙的行为不具有不法侵害的性质。甲的

行为( )。 A．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B．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罪 C．可能属于意外事件 D．可能属于防卫过当 【答案】B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假想防卫及其处理。如

果行为人对主观臆测的“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

，即为假想防卫。假想防卫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行为

人主观存在防卫意图，以为自己是对不法侵害人实行的正当

防卫。这是假想防卫的前提条件。其二，假想防卫客观上损

害了未实施不法侵害或未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人的人的人身

权利和其他权利，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假想防卫的本质特

征。其三，行为人防卫认识产生了错误，使正当防卫意图造

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这是假想防卫的表现形式。假想防卫

是由于行为人对事实认识的错误而发生的，因此在实践中应

依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来解决，即如果行为人应当预见

到对方可能不是不法侵害，那么他在主观上有过失，应对其

假想防卫所造成的损害负过失犯罪的责任；如果行为人在当

时情况下不应预见到对方不是不法侵害，那么他在主观上无

罪过，其假想防卫造成的损害属于意外事件，不负刑事责任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C。 【注意】对于假想防卫的主

观方面，许多考生常常疑惑的是，假想防卫为什么不能是故



意？这是因为，假想防卫在本质也是一种防卫行为，防卫人

在主观上也具有防卫意图，即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

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在存在防卫意图的情况下，行为人就不可能同时存在犯罪

故意，但不能排除犯罪人的过失， 所以，假想防卫在主观上

有两种可能：可能出于过失，也可能是意外事件。 5．甲未

获烟草专卖许可，擅自购进明知是假冒的“中华”牌香烟100

箱进行批发和零售，在被查获时已销售出80箱，收款120万元

。经检验该批香烟属于不合格产品。甲的行为( )。 A．触犯

非法经营罪 B．触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C．触犯销

售伪劣产品罪 D．属于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定罪处罚 【答

案】A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非法经营罪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触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及其想

象竞合犯。根据刑法第225条第1项，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扰

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甲未获烟草

专卖许可，即销售香烟，触犯了非法经营罪；根据刑法第214

条，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

行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甲销售明知是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120万元，触犯了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根据刑法第140条，销售者以以假充真，销售金

额五万元以上的行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甲明知是假烟而

销售，销售金额120万元，触犯了销售伪劣产品罪。但是，甲

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即没有专卖许可，擅自购进明知是假冒

他人注册商标的香烟，销售金额120万元。这实际上是数个罪

过支配之下实施的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想象竞合犯



，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从一重罪定罪

处罚，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注意】细心的考

生会发现，本题前三个选项中使用的词语是“触犯”，而不

是“构成”，这就意味着本题中，甲所涉及的三个犯罪，是

触犯罪名，不是构成犯罪，从而甲的行为是想象竞合犯，不

是数罪。本题再一次提醒考生，认真审题非常重要。 更多优

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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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