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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律效力 
 

第一节  法律效力及其效力范围 
一．法律效力释义 
二．法律效力范围 

        三．法律效力的竞争与冲突 
   一．法律效力释义 

（一）法律效力的涵义 
法律效力这一概念来自西方。英文中的对应词为 validity of 

law 意为“法律的有效、合法、正当”。法律效力即法律的约束力，

是法律存在的方式，没有效力的法律只是过去的、死亡的法律或

想象的法律。效力是法律的生命。 
（二）法律效力来源 
1、在自然法学派来看，法律效力来自正义，来自民众的认可； 
2、社会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效力来自社会事实，事实上人们照

此办理，则法律有效，否则法律无效； 
3、早期规范法学派则认为法律的效力来自主权者的命令； 
4、现代规范法学派的凯尔森则认为法律效力来自更高的法

律，而最高的法律是一个“基本规范”，它是法律效力的原始力量

所在。 
我们认为某一时空中法律效力的整体来源是多元的，而且在

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效力来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压制型法的效

力主要来自主权者实际上的强制地位，辅之以民众的习惯的服从；

民主的、自治的法律效力实质上来自民众的认可（通过选举以及

人民的制度性安排、民众直接参与立法等形式），形式上则来自权

力和社会的运行本身。 
（三）法律效力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法律效力与法律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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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效是法律实际上成为行为规则，即被人们遵守或被有

权机关加以适用和执行。法律的效力是法存在的表现，是一种社

会力量；法律实效是一种社会事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2、法律效力和法律的效益。 
法律效益是法律规范人们行为所付出的代价与法律预设的目

标本身及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间的比例关系，如果法律规范的

代价小、法律预设的目标本身含有很高的价值同时实现的程度又

高，那么，法律的效益就高；反之，法律的效益就低。 
二．法律效力范围 
（一）法律的属时效力 
法律的属时效力即通常讲的法律在什么时间内生效、有效。

法律的属时效力通常要确定：法律是否已生效、是否失效、是否

有追溯力三个问题。 
1、法律的生效。确定法律生效日期通常多采用以下方法：（1）

法律自身规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2）法律规定具体生效时间。

（3）以特定事件的发生为标准确定生效时期。  
2、法律的失效。在一国法体系内法律依一定程序合法失效的

情况通常有：（1）新法生效，旧法失效。（2）新法宣布废除旧法。

（3）通过专门的决定废止法律。（4）法律规定的某一特定事件发

生，法律失效。 
3、法律的追溯力问题。法律的追溯力即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

是指法律对生效日之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有效力的问题。如有效

力，就是有追溯力；如无效力，就是无追溯力。现在，法律不溯

及既往成为公认的法治原则。 

（二）法律的空间效力 
法律的空间效力或属地效力即法律效力的空间范围，或法律

在多大的空间范围内有效。 
法律的空间效力通常有三种情况：（1）域内效力，即法律在

本法域内有效力。按域内效力原则，主权国家的法律通常在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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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所有领域内生效，包括陆地、水域及其底土、上空以及

延伸意义上的领土。（2）域内部分地区有效，即法律效力并不及

于全法域，而是只在局部空间有效。（3）不同法域的法律效力的

相互渗透。 
（三）法律的对人效力范围 
法律的对人效力范围指法律对什么样的人生效。 
1、确定法的对人效力的原则通常有：（1）属人主义原则。（2）

属地主义。（3）保护主义原则。（4）以属地主义为主、以属人主

义和保护主义为辅的原则。 
2、我国法律对人的效力分为两种情况：（1）对我国公民的法

律效力。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对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的法律效

力和对境外的中国公民的法律效力。（2）中国法律对外国人的法

律效力。这也可分为两种情况：对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效力和对

中国境外的外国人的效力。 
（四）法律的属事效力 
法律的属事效力指法律对何种事项具有效力，这是法律效力

的重要界限。法律调整的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都与一定的事项

有关，所以法律的效力就有一个事项维度，法律对于规范的事项

以外的事项不生效力。 
三．法律效力的竞争与冲突 
法律效力的竞争与冲突指不同的法律均对同一时空或人事有

效，从而发生不协调的情况。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竞争与冲突问题。 
当一个国家签订了国际条约，如果这个条约有规范国内事项

的内容，那么它就承担了一项条约义务：在国内适用国际法。为

保证国内法的适用，必须确立国际法优先原则，这正是现代各国

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效力竞争与冲突所采取的一般原则。 
（二）不同法域或不同区际的法律效力竞争与冲突问题。 
在同一主权国家的不同法域和地域内的法律竞争和冲突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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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主权者作出制度安排予以解决。不同主权者控制的不同法域间

的冲突通常经过协定冲突规范予以解决。 
（三）同一法域内不同法源的冲突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建立法律位阶制度。当低位阶法

与高位阶法抵触时，低位阶法无效。在确定位阶制度的同时，在

选择法律时还应遵守三项原则：高位阶法优于低位阶法、特别法

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 
 

第二节 法律位阶 
一．法律位阶释义 
二．我国的法律位阶 
三．有关我国现行法律位阶几个问题的研究 

 
一．法律位阶释义 
（一）法律位阶的概念 
为安排不同层级的法律间的效力关系，人们必须建立法律位

阶制度。法律位阶是确立法律效力等级的制度。在一个统一的法

律秩序内，高位阶法律的效力高于低位阶法律。 
（二）法律位阶制度的意义 
1、维护宪法的权威，从而维护人民主权。 
2、对权力的限制与指引作用。 

案例： 2003 年来，河南洛阳中院法官李慧娟审理了一宗“种
子案”。该案中，甲公司委托乙公司培育种子，双方约定了数量、

质量、价款、交货时间等。乙公司培养完种子后，没有依约将良

种卖给甲公司，而是高价卖向市场，给甲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

甲公司依法将乙公司告到法院。李慧娟法官作为本案的审判长，

在确定乙公司的赔偿基准时，遇到了法律难题，依据河南人大常

委会制定的种子条例，乙公司应依国家指导价，赔偿甲公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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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7 万元；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种子法，乙公司依市场

自由价，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约 70 万元。最后，李法官以河南人

大常委会制定的种子条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种子法不一

致，下位法自然无效为由，判决乙公司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 70
万元。                        

3、提高法律的统一性稳定性和确定性程度，维护法律内部秩

序的和谐。 
二．我国的法律位阶 
（一）大陆的法律位阶 
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主体法律位阶为：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含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含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性文件（含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特区规

章）五个等级。 
宪法。宪法处于法律位阶的最高层级。应当指出，作为最高

法律的“宪法”，与作为宪法部门法的“宪法”不同。它仅指宪法

典（包括宪法修正案），而不包括宪法典以外的“宪法性法律”。 
法律。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最重要的法律。宪法第 89 条第一

项将其作为制定行政法规的依据，宪法第 67 条第七项规定全国人

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

规、决定和命令”，这两项规定确立了法律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 
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我国主体法律位阶的第 3 层级。行政

法规的第三层级地位是由宪法第 89 条第一项以及第 67 条第 7 项

确立的。 
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我国主体法律位阶的第四层级。

宪法第 100 条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宪法第 67 条第 8 项规

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

方性法规和决议，可见地方性法规的法律效力列于行政法规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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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四层次。 
规章。作为处于第五层级的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 
非制定法。上述五个层级均为制定法。虽然我国的非制定法

的作用很小，但是习惯以及次要的法源（公认的价值和权威理论）

事实上是我国法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涉外法律关系方面，它

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二）香港的法律位阶 
香港的法律位阶可排列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

基本法、施行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香港制定法、香港判例法、

习惯法和次要的法源 7 个层级。 
至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现行法律位阶列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基本法律  
法    律                                     香港基本法  
             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                                    适用于香港的  
                                           全国性法律    
             省级地方法规  
地方法规                                     香港制定法  
             大市级地方法规  
 
             部门规章                       香港判例法  
规    章  
             省级地方规章  
 
             大市级地方规章                  习 惯 法  

                               7

非制定法  
 
                                            次要的法源  

 
三．有关我国现行法律位阶几个问题的研究 
（一）经济特区的法规规章的位阶问题。 
（二）地方法规高于部门规章问题。 
（三）关于行政法规是否应当分层的问题。 
（四）关于法律解释的效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