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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学（第2版）》内容包括：刑法学和刑法概述、刑法理论流派、刑法基本原则、刑法效力
范围、犯罪概述、犯罪构成、犯罪主观方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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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宇，男，1963年生，青海贵德人。
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校长。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陕西省首届“教学名师”。
“中国当代法学名家”，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国际刑法学》、《死刑研究》、《犯罪故意研究》、《罪与刑的思辨》等著作，在《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国际刑法评论》（英、法、西文版）等中外报刊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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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我国刑法的空间效力（一）属地管辖权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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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条文体现了属地原则的精神。
1.关于领域。
（1）领域的含义。
领域包括领陆、领水、领陆和领水的底土以及领空。
领陆指国家疆界以内的所有陆地领土，包括大陆、岛屿。
领水，包括内水和领海。
内水指国境线以内的河流、运河、湖泊、内海、内海峡；领海指与一国陆地领土或者内水相连的、在
领海基线以外、领海基线以内的海水带。
根据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规定，我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
领陆和领水的底土在理论上直至地心。
领空，指领陆和领水的上空，其最高边缘为大气层的上边缘，不包括外层空间。
（2）领域的拟制。
船舶和航空器在国际法上被称为“拟制领土”。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上犯罪的，适用我国刑法。
理论上认为，国有船舶和公有船舶属于拟制领土的范围，无论是行驶时还是停泊时，也无论停泊在什
么地方，都属于我国的领土。
私有船舶进入一国领水的，应当适用进入国法律；在公海上行驶的，适用船旗国法律，因此私有船舶
并不属于拟制领土。
飞机等航空器只能在所有权人的国家注册，因此不存在挂何国国旗的问题。
无论飞机是国有、公有还是私有，均属于拟制领土。
（3）领域的虚拟。
这是指与现实领域相对的虚拟领域，即网络空间问题。
网络的出现和存在，使之成为传统领域，即领水、领陆、领空，以及拟制领域，即船舶、航空器之外
的所谓“第五空间”。
对于“第五空间”刑事管辖的确定，宜采用何种原则，应如何适用法律，现行刑法并未涉及，理论界
也见解不同，还值得深入探索。
关于领域的理解，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关于使领馆问题。
西方一些学者将使领馆也作为拟制领土，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人持该观点，但这种观点并没有法律根据
。
我国于1975年加入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虽然规定使馆馆舍不容侵犯，但该公约第41条第3款又规
定，使馆馆舍不得充作与使馆馆舍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主要指在馆舍内庇护人或抓捕人。
有关国际法院的判决表明，使馆馆舍并不是派遣国领土的延伸部分，在其内发生的犯罪行为，应视为
发生在接受国的领土上；在那里避难的罪犯应交给接受国司法机关，否则便是对接受国主权的侵犯。
接受国只要不对使节本人进行攻击，可以用任何方法迫使使节交出罪犯。
可见，在国际法上，使馆馆舍并不属于派遣国的领土。
我国刑法也并未规定在使领馆馆舍内犯罪应适用我国刑法，这表明我国不承认使领馆是派遣国领土的
延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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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专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刑法学(第2版)》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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