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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对本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完整体现了《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典的修正内容，同时及
时对教材第四版出版之后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予以必要的反映，并对教材的原有部分争议问
题进行了修改或者补充了需要阐述的相关内容，以使本教材更适合于刑法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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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作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顾问，中国法学会刑
法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
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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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3.二人以上实施犯罪时故意内容不同的，不构成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故意是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同种犯罪的故意。
如果实施犯罪时故意的内容不同，就背离了共同犯罪故意的本意，因而也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例如一人基于伤害的故意，另一人是基于杀人的故意，即使是先后或同时对同一对象实施的，也不能
视为共同犯罪，只能按照各自的罪过和行为分别处理。
4.同时犯、先后犯不构成共同犯罪。
所谓同时犯是指，二个以上的人在同一或者极为接近的时间、场所，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同种犯罪，
主观上没有犯意联系的情况。
同时犯虽然二个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对某一犯罪各有其故意，对于同一对象实施的也是相同的犯罪
，但由于不具备共同犯罪的故意，因而不是共同犯罪，而是基于各自的故意所实施的数个单独的犯罪
，行为人对其行为只能由各人分别承担刑事责任。
例如，某地发生火灾，甲与乙出于趁火打劫的目的，分别从不同方向、不同地点来到火灾现场，伺机
进行盗窃活动。
在本案中，对于甲与乙的行为不能视为盗窃罪的共犯，而只能以同时犯以盗窃罪分别进行处理。
所谓先后犯是指二个以上的人在同一或者极为接近的时间、场所，对同一犯罪对象先后实施同种犯罪
，而主观上没有犯意联系的情况。
由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共同的故意，因而不构成共同犯罪。
行为人对其行为只能由各人分别承担刑事责任。
例如某甲于某日晚在一公园僻静处正准备强奸一名女青年，被某乙发现。
于是某乙便冒充联防队员赶走某甲，自己对该女青年实施了强奸行为。
在本案中，由于某甲与某乙属于先后犯，在主观上无共同犯罪故意，所以不能以强奸罪的共犯论处，
而只能分别追究各自的刑事责任。
5.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
这种情况是指数人事先谋议实施某种特定的共同犯罪，但在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个别共同犯
罪人超出共同犯罪的故意，又实施了其他犯罪的，就其原有共同故意的犯罪，固然成立共同犯罪；但
就个别人所犯其他罪来说，只能由实施该种犯罪行为的人负责，对其他人不能按共同犯罪论处。
例如李某、王某共同强奸女青年孙某。
王某强奸孙某时，发现她左手腕上戴手表一块，遂用暴力将手表抢走。
李某对此则毫不知情。
在本案中，李某、王某就强奸罪来说，构成共同犯罪；但就抢劫罪来说，只能由王某负刑事责任。
6.事前未通谋的窝藏行为、包庇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
这是因为，事后的窝藏、包庇行为如果事前没有通谋时，与危害结果的发生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而
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但事前通谋的窝藏行为或包庇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具有共同的故意，则应成
立共同犯罪。
正基于此，《刑法》第310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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