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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鉴于共同实行犯并不是我国刑法中的法定概念，因此，在对共同实行犯关涉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
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共同实行犯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系地位。
对该问题的进一步追究，则又关涉我国现行刑法中共同犯罪体系究竟属于哪种共同犯罪体系，即单一
正犯体系抑或正犯·共犯区分体系的问题。
对此，基于我国所通行的判断共同犯罪体系的标准，即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本身存在的问题，由
此所形成的所谓的单一正犯体系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本质上都属于单一正犯体系。
在该体系下，我国刑法关于共犯人的规定就被理解为本质相同的“量刑事由”，如此，共同实行犯在
我国刑法中的体系地位，既可以是主犯，又可以是从犯，甚至还可能是胁从犯。
然而，当前之所以形成两大根本对立共同犯罪体系，即单一正犯体系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其中的
根本原因则在于两者对共同犯罪的法律规制关涉的两个基本问题的解决路径不同：其一，是构成要件
的范围问题，即从多种多样的共动者中使谁成为可罚的问题。
其二，是量刑问题，即适应各共动人的不法、责任进行适当的量刑及刑罚的个别化是否可能的问题。
据此来考察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体系，其在本质上则属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
如此，我国刑法关于共犯人的规定就波理解为本质上不同的“当罚类型”，即“共犯人类型”
。
进而，作者对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体系进行了与其本质相应的解释论建构，最终确定了共同实行犯在
我国刑法中的体系地位，即共同实行犯在我国刑法中只能是主犯。
以此为前提，作者对共同实行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人的分析与检讨。

《共同实行犯研究》的作者是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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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反思性检讨。
通过以上的分析，既然从结论上来看，对于共同犯罪的处罚范围，在两大共同犯罪体系得出的结论基
本上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在两大共同犯罪体系中，都不存在处罚范围的过大的问题。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处罚范围问题上，对两大共同犯罪体系就不需要予以进一步的反思性检讨了吗？
非也，尽管在共同犯罪的处罚范围问题上，两大共同犯罪体系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得出一致
结论的理论根据何在，是否合理，仍然需要认真进行反思性检讨。
接下来，笔者就结合两大共同犯罪体系不处罚帮助未遂和教唆未遂的理论根据展开检讨。
　　在正犯·共犯区分体系中，之所以不处罚帮助未遂和教唆未遂，其主要的理论根据在于，在共犯
的成立问题上，一如上述，共犯从属性原理在起作用。
该原理也是单一正犯体系的主张者对正犯·共犯体系所极力批判的焦点之一，那么该原理是否如单一
正犯体系主张者所批判的那样是一个根本不需要的原理呢？
非也，因为，在正犯·共犯体系的主张者看来，在共犯的成立问题上，之所以需要共犯从属性这一原
理，其中一个根本上的目的论追求就在于，通过从属性原理的限制，就能从结果上阻止因果性的所有
行为都成为共犯，使共犯的处罚也受到构成要件行为的约束，进而划定共犯行为的法治国家的轮廓。
　　令人感到非常困惑且非常可疑的是，单一正犯体系的论者一方面基于其固有的立场，对共犯从属
性原理大加挞伐；另一方面又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回到了这个原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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