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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评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理论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刑事法连续出版物，并已成为CSSCI的
来源集刊。
本卷在延续以往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并有所创新，收录的文章也多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并兼有交叉
学科的研究。
随着刑事法评论成为核心集刊，纳入正规的学术评价体系，本出版物在刑法学界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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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生活的世界绝不完美。
世界一直面临着许多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
从气候变化到恐怖主义，从能源匮乏到贸易保护⋯⋯，每一项挑战的解决都需要世界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如果拥有足够的资源，我们也许应该同时解决这些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便有必要对这些挑战进行排序，以使我们手中的有限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率。
这正是“哥本哈根共识”项目的宗旨。
这一由丹麦国家环境评估研究所发起的项目旨在“为解决当前的全球危机问题提供一些最好的解决方
案”，“由于解决这些世界性的问题所需的资源是稀缺的，因此，有必要给这些问题排出一个优先次
序”。
项目假设我们有500亿美元可以在应对世界十大挑战的三十余个机会中分配，从而对这些机会进行排序
，并最终得出了最优的机会清单。
我有幸作为专家小组成员参与了这一项目。
《全球危机全球解决方案》一书正是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
本书的第一部分（一至十章）分别对世界面临的十大挑战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机会
，以及对这些机会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本书的第二部分则给出了专家小组以及专家个人对这些机会的排序。
作为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我认为，尽管本书的某些具体结论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可能，例如我在本书中
所指出的，“在我看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福利最重要的机会是治理改革。
⋯⋯很遗憾，尽管在哥本哈根共识中已经讨论到了发展中国家好的治理体制的重要性，但对于治理改
革的方法并没有详细的讨论”，但本书为解决世界所面临的众多挑战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方式。
本书集中地展示了经济学家面对世界重大问题时的声音，并且第一次基于成本一收益分析对世界面临
的众多挑战给出了明确的排序，这一成果是开拓性的。
现实中，世界性的问题的解决也许更多地依赖于经济以外的因素。
种种制度因素的纠结，使得很多问题的解决并不像成本一作用的贡献。
但显而易见，只要其不是间接正犯，仅仅完成预备活动的行为人无论如何不再支配实施过程（边码198
）。
一种居中调停的学说必须好好地阐述清楚，这种学说由Stratenwerth提出，现在已经赢得一串的支持者
。
根据这种学说，“策划与组织”而不包括其他的准备性贡献才构成共同正犯的根据。
“计划预示了参加人在实施阶段的举止行为，塑造了单个个人的角色，并因而使组织者具有犯罪事实
支配。
工具、武器等的提供或对实施犯罪的机会的指点并没有预先决定是否与如何实施犯罪，只是单纯的帮
助犯。
”即使是在“精神性支持”的情况下也要进行区分：男友唆使一位妻子除掉其丈夫，并使前者的决意
得以加强时，“这种支持只成立教唆犯或帮助犯”；而在这位妻子根据两人的想法“只实施行为，因
为并且只要男友与她团结一致，实际的实施她也想单独进行”时，就应该成立共同正犯。
然而，这种类型的区分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因为所有的教唆与帮助的贡献都会“发挥进一步的作用”，它们对结果的出现而言必定具有因果性。
这种“继续作用”并没有建立犯罪事实支配，因为实施者总是要独立决定，他在何种范围内运用策划
、建议、帮助手段等。
不同的“进一步作用的程度”也是无法区分的。
与总是可支配的而且必须根据状况事实进行调整的计划相比，提供能独立将保险性打开的撬锁工具，
比一个计划更能预示实施的紧迫性，但根据.Stratenwerth的观点，它从来不能导致共同正犯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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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只构成共同正犯要素之一的策划出发（参见边码189以下），想要自始在共同实施犯罪的基础上推断
出共同正犯要素限定于策划的结论，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
策划一个构成要件行为与“共同实施”（第25条第2款）构成要件行为，是两回事。
在实施者使其行为依赖于第三人的“加固”时，将对构成要件行为的唆使或单纯的精神性支持作为间
接正犯行为加以判处，也是特别值得质疑的。
因为如何将这种加固与通常的教唆或精神性帮助予以区分，是不清楚的，并可能由法院在不无恣意的
情况下进行确定。
这种加固也并没有使第三人获得犯罪事实支配，因为是否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实施者使其行为依赖于这
种加固，单独取决于实施者。
其他见解从共同正犯中得出“二级共同正犯”：“幕后者将升格为正犯，虽然他的影响尚不足以达到
共同正犯的程度。
”Jakobs也赞成在犯罪事实支配说与主观主义理论之间居中调停的见解。
他正确地认识到预备性的贡献不可能创设“决定性支配”：“实施早期的贡献而想要使构成要件行为
的实现变得可能的，并没有带来决定性支配。
这表明是教唆犯与必要的帮助犯，二者使构成要件行为的实现变得可能，但尽管如此，它们只是共犯
的范例而已。
”收益分析展示的那样简明。
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本书中基于成本一收益分析提出的解决方案执行起来存在困难，甚至难以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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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法评论(第25卷)》：竭力倡导与建构以一种现实社会关心与终极人文关怀为底蕴的、以促进学
科建设与学术成长为目标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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