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共犯的二重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共犯的二重性>>

13位ISBN编号：9787801859891

10位ISBN编号：7801859898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中国检察出版社

作者：陈世伟

页数：2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共犯的二重性>>

前言

　　四年前，当我校第一批刑法学博士毕业时，我就萌发了出版一套博士文库的想法。
可是人懒事烦，一拖就是几年。
去年借在重庆参观全国性书展的机会，我又与中国检察出版社谈起此事。
他们不仅热情地表示支持，而且还建议将这个想法加以拓展和延伸。
因为在刑事法学领域，目前还未出版过全国性的博士文丛，如果以文库为依托尽可能汇集全国各地刑
法、刑事诉讼法、犯罪学、监狱学以及刑法史等方面的优秀博士论文，则不仅可以为相关学科的博士
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成果的平台，同时也能为读者学习研究提供一种系统的参考。
这是件有助于学术传承的好事啊，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就有了《刑事法学博士文库》的问世。
　　按例，一套文库应该有一个总序。
总序是文库的点晴之笔。
这个“晴”该怎样点，委实有点为难生性拙于文的我。
没有办法，无能点睛，就谈一点自己对刑事法学的看法吧。
这些看法，不论是作为参考的镜子，还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我都奢望能对认真的读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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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共犯的二重性》以重新解读“行为”理论作为切人点，从新的视角重新诠释“共同犯罪行为
”，进而揭示出共犯的属性，解决教唆、帮助者的行为基础和罪责根据。
《论共犯的二重性》一书核心虽然在于更为合理解决共犯的独立行为基础和罪责根据，但是本文所得
出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包括实行行为人在内的所有其他共同犯罪人。
　　《论共犯的二重性》一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即引言、正文（包括结论），其中正文部分共计九章，
总计19万字左右。
论文的引言部分介绍了国内外现行刑法理论中共犯属性的研究概况、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进路、论
文的创新之处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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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世伟，男，1975年出生，重庆市人，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
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基本理论和相关实践问题，曾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当
代法学》以及《人民法院报》等期刊报纸上发表文章30余篇，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省部级教研课题
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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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相结合理论)(四) 以构成要件为基础，存在着“限制的正犯概念”和“扩张的正犯概念”之间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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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作为犯的共犯第二节 共谋共同正犯一、共谋共同正犯概述二、理论之争述评(一) 理论之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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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共同正犯”与罪数形态(一罪)关系简论第四节 片面共犯第五节 同时犯第六节 结果(情节)加重犯的共
同正犯一、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二、情节加重犯的共同正犯小结第六章 共同犯罪的量刑及共同犯罪
人的分类第一节 共同犯罪的量刑标准第二节 国内外共同犯罪人分类观点述评一、国外刑法中共同犯
罪人分类观点论争(一) 争点概述(二) 正犯、实行犯、主犯之间的关系(三) 对国外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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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 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的立法建议(代全文总结)主要参考文献我们这一代人——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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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研究现状及问题的提出　　在刑法理论中，“共犯”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与单独犯罪
相对应的共同犯罪这一形态的简称； 二是对实施共同犯罪之人即共犯人（者）的简称。
后一种意义所讲的“共犯”一般又可分为广义共犯和狭义共犯。
其中，广义共犯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以及帮助犯；狭义共犯则一般仅指与共同正犯相对的教唆犯与
帮助犯。
本文是在后一意义上采“狭义共犯” 之内涵（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共犯”）。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最黑暗而混乱”的“ 绝望” 之章。
合理地揭示出共犯的属性（即共犯独立的行为基础和罪责根据）是共同犯罪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现
有刑法理论的一大难题。
关于共犯独立的行为基础和罪责根据，德、日刑法学界素有“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之
间的聚讼。
为了调和“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克服二者的缺陷， 我国有学者提m
了“教唆犯（共犯）二重性说”。
经过周内外学者的长期争论，大陆法系与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多接受“共犯从属性”这一结论，根本
理由就在于共犯没有独立的行为、不法与罪责（皆从属于实行行为人）。
不过，无论是“共犯从属性说”、“共犯独立性说”还是“教唆犯二重性说”都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困
境和现实危机。
由于“共犯从属性说”没有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因此无法解决共犯独立承担刑事责任的
根据；“共犯独立性说”主张共同犯罪是行为人共同表现主观恶性，因此也根本无法解决共犯独立的
行为基础；试图调和“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独立性说”之间矛盾的“教唆犯二重性说”，由于最
终未能合理揭示出行为的本质特征进而无法揭示出教唆行为的属性，故也无法回答教唆犯所具有的两
重性有机统一的行为基础。
因此，总的来讲，上述关于共犯属性的三种理论都不能完全叫答现有共同犯罪理论中存在的难题。
由于对属性的误读，现有共同犯罪理论中“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对于共同犯罪之“ 共同”
也不能作出合理的回答。
而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源就在于现行共同犯罪理论赖以存在的行为理论存在着根本缺陷。
因此，重新合理地揭示行为的本质特征是克服现有共同犯罪理论根本缺陷的逻辑起点和理性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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