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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的空间效力同原始意义上的“国际刑法”源出一流，但近年来其相关内容却似乎成为被人们“遗
忘的角落”，少有人问津。
本文试图运用国际法提供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应对犯罪的国际化及高科技化趋势，打破
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的隔膜状态。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概述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问题。
刑法空间效力是包容在更为广泛的刑法效力乃至法律效力的概念之中的，而法理学上普遍认为，一部
法律能否适用取决于时、地、事、人四因素。
由于这四因素之间是一种密不可分、相互从属的关系，而刑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人的行为—
— 包含了人和事两个因素——的定罪量刑问题，因此在作为前提的刑法效力维度设定问题上，以二维
度说较为可取，即应以时空范畴为基本坐标，将对属事和属人因素的研究从属进去。
理论上亦有将刑法空间效力的规定称为“国际刑法”的习俗，而后者在含义范围上历经了由狭义到广
义的演变过程，故当前一般采刑法空间效力的称谓，具体是指刑法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的犯罪行
为能够予以适用的效力。
这一概念通常同刑法的地域效力、刑事管辖权、刑罚权、刑事诉讼管辖权等概念存在混淆。
而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理论上之所以将刑法空间效力等同于刑事管辖权，主要是因为公法具有严格属地性，适用他国刑法的
情况极为罕见，致使刑法空间效力在法律适用层面的含义往往被忽略。
    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法律性质，德日大致有诉讼条件说、构成要件说及处罚条件说。
处罚条件说有一定道理，而如果放开视野，直观地将其作为指引准据法的冲突规范理解更具实践意义
。
    第二章探讨确立刑法空间效力范围的各原则，由其起源人手，重点论述了各原则的理论依据，以为
各国管辖权的并行不悖提供充分的支持。
就对国内犯适用的属地原则而言，犯罪地是其核心问题，因而以通行的遍在说为基础，就单独犯罪(包
括未遂犯、预备犯、不作为犯、牵连犯、连续犯、继续犯等各种形态)与共犯的犯罪地如何认定作了详
细探讨。
在属地原则的适用领域问题上，则批判了将船舶、航空器、驻外使领馆视为我国领域延伸的做法。
对国外犯适用的一般包括三项原则：一是属人原则。
它分为三种类型，各国对属人原则均从一定角度、方式加以限制，比较可见，我国现行刑法采取的概
括式立法和从法定刑上限制有其合理性，但取消双重犯罪原则值得推敲。
二是保护原则。
由于双重犯罪的限制机制同保护的宗旨存在理论上的悖反，因此建议参考国外的两分法，肯定对于侵
犯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无须在行为地也认为是犯罪。
三是普遍原则。
基于它是国际法上普遍原则的重申，因而在将其本土化为国内立法时，如果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
约所规定的罪行与刑法分则罪名体系不相协调时，可以采取新设罪名、完善现有罪名或通过罪数理论
解决。
理论上刑法空间效力的规定还应及于单位，但以现行刑法关于自然人的效力规定来解决这一问题存在
极大的不协调，这是今后立法完善的方向。
    第三章介绍了在国际社会空间格局演变之下，因国家主观观念在地理空间与网络空间分别呈现出自
我抑制与极度膨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从而导致的刑法在空间适用范围上各自不同的动向。
众所周知，刑法空间效力的原则是国家主权观念于刑法理论中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但近年来这种
观念却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浪潮高涨而逐步由绝对走向相对。
由于意识到强化国家间连带性的必要，欧洲各国率先行动，以道路交通犯罪为突破，根据预先设定的
刑法共通适用，肯定了罪犯所在国的代理处罚权。
    它与引渡制度逆向而行，有助于填补各国刑法效力范围之间的空白，并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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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协作的精神，因此应当将其作为有益的国际实践经验充实到国内刑法中去。
网络空间的诞生，则对刑法效力问题形成了又一冲击。
在尚无公认法律规制的国际网络空间，当前各国基于传统的主权观念，总是极力主张本国刑法的适用
。
虽然网络空间的特性决定其不应成为刑法效力的例外场所，但各国刑法效力极度扩张立法与司法现状
是值得深思的。
应当尝试通过对属地原则和保护原则的适当限缩理解，即引入针对性标准来限制刑法在网络空间的效
力范围，以期在对安全、自由与技术的价值追求中求得平衡。
    第四章基于冲突的普遍性，提出了刑法空间效力冲突的概念，驳斥了国际私法学者认为刑法无域外
效力、不存在刑事法律冲突的见解，论证了刑法空间效力冲突的实在性，并就刑法空间效力冲突的产
生原因及种类作了探讨。
从含义上看，刑法空间效力冲突是不同法域的刑法竞相要求适用于某一涉外犯罪案件而其规定上又存
在差异，或均不适用某一涉外犯罪案件，从而导致的适用上的冲突。
事实上，刑法学者所主张的“域外效力” 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或者说自设的域外效力，主要不是在
适用法律的选择层面而言的，因此，这种冲突是实际存在的。
这种冲突进一步还可分为积极冲突、消极冲突与国际冲突、区际冲突。
由于积极冲突的问题较为突出，而这种冲突根源于立法，永远不可能消除，故以下的探讨主要围绕如
何协调而不是解决积极冲突，并区分国际、区际而展开。
    第五章在分析协调刑法空间效力国际冲突的传统主张之不足的基础上，作了崭新的探索，提出了一
系列协调的有益途径。
以往就协调的具体办法，主要有确立优先管辖原则、确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强制优先管辖权以及实现刑
法的趋同等主张。
但这些都将协调问题上升到了国际层面的高度，在实现上遥遥无期。
如果从国内司法及立法层面上考虑，则可供选择的途径至少还包括以下三条：一是可在利益衡量基本
思想的指导下，借鉴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确立最为适当的管辖归属；二是可将国际私法中
的“直接适用法”的理论运用到刑法中，突破不适用外国刑法的传统，重叠适用外国刑法。
而为了给国家保留回旋的余地，可在立法技术上参考瑞士等国的轻法原则；三是应当对外国刑事判决
实行积极承认。
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蕴涵出发，比较各国对外国刑事判决效力所持的立场，进而检讨我国刑法
第10条规定可以发现，我国对外国判决采取消极承认的态度有诸多弊端。
为了更好地缓和各国刑法空间效力的冲突，务必实行积极承认，同时附加一定的承认条件。
当然，这些途径的实现都要求国家主权观念的更新，实践起来各有不足，因而协调各国刑法空间效力
冲突的方法应是多元化的体系，应时而用。
    第六章特别结合我国多法域的典型现实，探讨了如何协调刑法空间效力区际冲突的问题。
因区际冲突属于一国之内的冲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国际冲突的协调方式，而应注意其一国的特征；
同时我国这种区际冲突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相对于其他多法域国家是一种深层次、多方位且
伴随着制度、法律体系、价值文化观念差异的冲突，因此在处理我国区际刑法空间效力问题时，还必
须立足我国国情。
不过有关国家处理区际刑法空间效力问题的经验仍可以给我们以启迪：这主要包括有关国家在区际问
题上采取的制定统一的区际刑事冲突规范的冲突法模式，美国刑事法规法典化运动所采取的示范法模
式以及二战后分裂中的德国发展出的务实的区际刑法理论。
在借鉴有关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我国区际间刑法空间效力问题的协调，可以考虑区分国内犯、国外犯
与区内犯、区外犯，并对作为国内犯的区外犯适当放宽双重犯罪原则的限制；此外，应否定刑事诉讼
法成为内地管辖的法律依据，并主要遵循属地原则优先、同为犯罪地时先理一方优先等具体规则通过
协议分别情况确立管辖归属；最后，因宪法已赋予了特区司法权和终审权，即主动排除了内地刑法的
适用，则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各法域应互认彼此的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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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的空间效力同原始意义上的“国际刑法”源出一流，但近年来其相关内容却似乎成为被人们
“遗忘的角落”，少有人问津。
《刑法空间效力研究》试图运用国际法提供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应对犯罪的国际化及高
科技化趋势，打破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的隔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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