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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犯界限包括分工分类法下的界限和作用分类法下的界限，它是共犯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刘斯凡编著的《共犯界限论》结合我国立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共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研究。
《共犯界限论》从共犯体系入手，评析了单一正犯体系和二元参与体系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共犯体
系，重新界定了共犯处罚根据的基本内涵；随之对大陆法系的对以犯罪支配理论为代表的诸多学说的
利弊展开探讨，提出了区分正犯和共犯基本标准；之后对作用分类法下共犯界限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剖
析，对“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进行了全新诠释；最后以现有立法模式为前提，以对因果流程的
支配为基础，对我国的共犯界限理论进行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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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元参与体系与单一正犯体系最大的区别是对不同的犯罪人进行区分。
一般认为，从主观上进行区分的称为主观共犯论；从客观上进行区分的称为客观共犯论。
同时，认为亲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才是正犯的，是限制的共犯论；认为对犯罪的实现起任何条件作
用的人都是正犯的，是扩张的共犯论，同时，扩张的共犯论并不排除在不同的犯罪人之间进行区分。
可以认为，限制的共犯论是客观共犯论的基础，扩张的共犯论是主观共犯论的基础。
所谓客观共犯论和主观共犯论，主要是讲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与限制的共犯论和扩张的共犯论是
不同层次的问题，故在此不作探讨。
　　（一）限制的正犯概念　　限制的正犯概念是从实现构成要件的角度出发，以实现构成要件行为
作为正犯标准。
限制的正犯概念从一开始就与形式的客观说相结合，只有亲手实施不法构成要件的人，才是正犯；只
是引起或者协助他人犯罪的人，即使与发生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也无法成立正犯，必须根据刑法总
则关于教唆犯和帮助犯的规定，才能给予刑法制裁。
所以，总则关于教唆犯与帮助犯的规定，便成为了刑罚扩张事由。
　　限制的正犯概念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说明间接正犯，因为间接正犯是利用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而不
是亲手实施犯罪行为，因而是共犯。
而这一结论并不妥当。
而且，在共犯中仅凭是否亲手实现构成要件作为确立正犯的标尺，忽略了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的差异
。
所以，不仅仅是以他人作为工具的间接正犯，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亲手实现构成要件的人，都应当作
为正犯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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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共犯的体系和共犯的处罚根据为前提，对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比较，找到其共同点和差异，并
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立法模式下的共犯界限，不论对于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刘斯凡编著的《共犯界限论》结?我国立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共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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