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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同罪与身份的关系，是共同犯罪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身份不同，其对共同犯罪的性质以及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影响也相异。
因此，研究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对于共同犯罪的定性与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首先介绍了各国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矣系的立法概况，其次界定了身份与身份犯的性质。
然后着重论选了共同犯罪与纯正身份、不纯正身份以及消极身份的关系，最后就共同犯罪与亲属这种
特殊双重身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全文除引言外，共分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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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主犯决定说。
该说主张，对上述情形，是定保险诈骗罪还是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应根据双方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来确定，即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性。
具体来说，在认定内外相互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罪时，应以主犯的基本特征来决定共犯的性质，主
犯的性质决定从犯的性质。
因此，在共同犯罪中，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起主要作用，就应以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来确定
犯罪的性质，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定贪污罪，如果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就定职务侵占罪。
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起主要作用，就应以保险诈骗罪定罪量刑。
　　（2）以保险诈骗罪定罪说。
有学者指出：“有些不法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为了顺利地骗取保险金，在实施保险诈骗之
前或者进行诈骗的过程中，就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互相勾结，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审查和确定
理赔责任的过程中，明知保单没有效力、被保险人所提供的与索赔有关的证明和材料不齐全或不真实
，反而予以确认。
由于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充当诈骗分子的‘内应’，往往使得保险诈骗犯罪轻而易举地实现。
对于这种情况，也应当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　　（3）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决定说。
该说主张，应以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身份来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其理论依据是，无身份者教唆、
帮助有身份者实施或与之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时，应依有身份者实行行为的性质来定罪，即依有身份
者所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来定罪，即使无身份者是主犯，有身份者是从犯，也不影响这一定罪
原则。
依此推论，上述情形实属投保人利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的犯罪，应依据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是
否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各共同犯罪人以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论处。
其法律依据是上述《解释》第1条及第2条的规定。
　　（4）实行犯决定说。
也就是说，应以实行犯的基本特征为根据来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因此，在上述情形下，如果投保人为实行犯，则共同犯罪应认定为保险诈骗罪；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
人员为实行犯，则应认定为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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