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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帮助犯研究》以自设事例中帮助行为之“共犯”腾性之争为研究契机，以
通说关于帮助犯概念的检讨为切入点，就此对狭义共犯之“帮助犯”进行现代考察。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帮助犯研究》以共犯的处罚根据为基础，从应然与实然角度探讨了狭义共犯的
不法根据，并就教唆犯与帮助犯具体的不法及其程度展开分析。
以共犯从属性／独立性之争作为狭义共犯构成要件研究的方法论，就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进行深入探讨
。
以二元犯罪参与体系为背景，以德日共犯界限变迁轨迹及动因为脉络，明确帮助犯界限之争在定罪、
量刑上的重要意义，合理艇定「帮助犯与相关范畴之间的关系。
突出问题意识，就争议较大的三类帮助犯展开探讨，明确其解决思路。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帮助犯研究》同时就与帮助犯密切相关的问题，如帮助犯与身份、错误等问题
做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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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纲⋯⋯下篇： 帮助犯之共犯形态论参考文献后记（一）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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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实行行为与正犯之间的界定与被界定的关系已成历史，正犯与实行行为之间曾经存在的内在
的逻辑对应关系不复存在，甚至出现了下述现象：没有分担实行行为的也可以成为正犯（共同正犯）
，分担实行行为的并不必然构成正犯。
其反射的效果是，曾经的以构成要件行为为内涵之正犯在共犯论体系中之核心地位遭到严重削弱，共
犯的不法性必须在正犯之外独立进行思考与论证。
换句话说，从结局上看，这种二元的犯罪体系与功能单一的犯罪参与体系已无实质区别。
　　（二）学说更替根基追问　　一般认为，分工分类法有助于正确定罪，而作用分类法则有助于正
确量刑。
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本系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犹如两条平行线，本不应融为一体，但事实上在德日
的共犯论体系下却做到了二者的相融，真正实现了我国学者曾经所期待的将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
进一步结合，使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既适应共同犯罪定罪的需要，又适应共同犯罪量刑的
需要。
德日共犯论上为何会出现如此诡异之现象？
有必要就此问题作进一步追问。
　　第一，从犯罪参与体系论考察，当今德国、日本刑法典均采分工分类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
教唆犯与从犯（帮助犯），但该种分类法却将组织犯这一重要的犯罪参与形态疏漏了。
所谓组织犯是指组织犯罪的实施或领导犯罪的实行的人，以及成立有组织的团伙或犯罪团体（犯罪组
织）或领导这些团伙或团体的人。
虽然立法上缺乏组织犯的概念，但现实司法实践中这种犯罪组织行为却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犯罪
集团如黑社会帮派组织犯罪、暴力集团犯罪中，对“幕后黑手”如何惩处就变得非常棘手。
另外，在二人以上共谋实行，但终由一部分共谋者实现犯罪的场合，对参与共谋者如何定罪处罚，也
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填补因立法疏漏而产生的空白，经过实务界长期的推动与理论界的论战，“共谋共同正犯”、“正
犯背后的正犯”理论应运而生也实属必然。
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教授就此指出，当初，日本肯定共谋共同正犯的确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犯罪是有
组织地进行的场合，对幕后策划犯罪或下达命令的首谋者，或者虽未亲自实施犯罪但发挥重要作用的
人，即使没有实行行为，但仍应按共同正犯而不是帮助犯加以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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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帮助犯研究》以二元的犯罪参与体系为背景，以因共犯论为基础，明确限
制从属性理论在限定共犯处罚范围方面的实质意义与方法论价值，以行为造边为切入点，突显帮助犯
与共同正犯、救唆犯在实质不法层面的区别；立足双层次共犯评价体系，强调主犯与实行犯、从犯与
帮助犯并不存征必然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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