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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犯制度之本质，在于为不符合刑法分则定型化的实行行为要件或者按照分则归责原理处断不妥
当的参与犯（犯罪参与行为）设定处罚条件和处罚原则。
根据对参与犯本体理解的不同，存在两种对立的共犯制度模式，即区分制与单一制。
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于将参与犯与实行犯相区分，寻求总则性的共犯制度设定为参与犯
的处罚条件与处罚原则；单一制共犯制度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于直接将“参与犯”样态包容于刑法分则
的类型化行为当中，以获得与犯罪的直接实行者相同的定罪依据，总则中仅针对“参与犯”样态设定
特殊的处罚原则。
我国共犯制度遵从了区分参与犯与实行犯的立法理念，而且在总则中专门设定了参与犯的处罚条件和
处罚原则，因此我国共犯制度应当归属于区分制，对照德、日、法等国家的区分制共犯制度子模式，
我国的共犯制度设定具有鲜明的“主体间”色彩，具体而言，我国共犯制度以“共同（犯罪）关系”
为核心范畴为所有的参与犯行为设定了“统括式”处罚条件；以“主从关系”作为参与犯处罚确定的
根本原则，此即“主从关系原则”。
因此我们将其概括为“以共犯关系为核心范畴的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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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主犯的概念与种类　　《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
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据此，主犯主要包括两种犯罪分子：　　1.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即犯罪集
团的首要分子。
这种主犯只有在犯罪集团这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形式当中才存在，没有犯罪集团，也就没有这种主犯。
因此，是否存在犯罪集团是这种主犯的前提条件。
实施了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行为，是这种主犯的主要特点。
所谓组织，就是纠集、串联他人组成犯罪集团；而所谓领导就是率领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为犯罪
集团的犯罪活动出谋划策、做出决定、指使、安排、调配集团成员的分工、活动。
它通常表现为：负责组建犯罪集团，网罗犯罪集团成员，主持制定犯罪活动计划，召集研究犯罪实施
会议，布置指派犯罪任务，指挥集团成员进行犯罪活动等等。
由于这种主犯是犯罪集团的核心，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大，所以历来属于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可能只有一人，也可能不止一人。
　　2.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
犯罪分子，又称为其他主犯或者首要分子以外的其他主犯。
这种主犯又有以下几种具体情况：（I）在犯罪集团中的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这种犯罪分子在集团犯罪中虽然不起组织指挥作用，但是积极参与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在犯罪集团
中特别卖力地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犯罪集团当中直接实行犯罪、罪行重大，是犯罪集团的骨干分子
，因此仍属于主犯。
（2）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这主要是指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
具体表现为：在共同犯罪中直接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积极献计献策，对共同犯罪的实施和完成起到
了关键作用，在共同犯罪中罪行重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等。
（3）在聚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可以是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也可以是其他在聚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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