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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犯的处罚根据论是一种讨论处罚共犯的实质根据的理论，在欧陆日本刑法上具有共犯论基础理论的
地位。
本书详细述评了德日刑法上责任共犯说、违法共犯论、纯粹引起说、修正弓l起说以及混合引起说的起
源、基本主张、理论基础、解释论结论以及学说缺陷，批判了我国刑法学所坚持的责任共犯说，并在
结果无价值论、违法的相对性上寻求刑法坚持修正引起说的理论基础，为重新构建刑法学共犯论的基
础理论做出积极探索。
同时，本书充分运用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重新思考共犯的成立条件、共犯的因果关系、未遂教唆的
可罚性等问题，提出共犯的构造论问题，充分展现出共犯的处罚根据论的解释论机能。
为合理划分共犯与不处罚领域的界限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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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在与教唆犯的构造的关系上，在未遂教唆的情况下，教唆故意的内容成为问题。
在理论上，过去未遂教唆的问题也主要是在教唆犯的构造上，作为与教唆故意相对应的问题得到讨论
。
根据对教唆故意内容的不同认识，得出可罚或者不可罚的结论。
如果认为教唆故意只要是使被教唆人产生实行犯罪决意的意思就够了（单一的故意说），就会得出未
遂教唆可罚的结论；如果认为教唆故意有必要及于使基本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意思（二重的故意），
就会得出未遂教唆不可罚的结论。
如上所述，过去未遂教唆反映了共犯从属性和共犯独立性的对立，实际上其对立的根源仍然在教唆故
意的内容上。
因为，共犯从属性说认为，教唆行为不是基本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因此教唆故意没有必要及于基本
构成要件的全部内容，即没有必要及于结果的发生；而共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行为自身是自己犯意
实现的表现，因此教唆故意也必须是对基本构成要件结果的认识（表象、容认）。
后来，像前田雅英所指出的那样，未遂教唆可罚说和不可罚说与共犯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单一的故
意说和二重的故意说之间的上述对应关系显示出扭曲的关系，因此，学者们开始认为上述几对概念之
间的对应关系在逻辑上未必具有必然性。
此后，即使站在共犯从属性说上，认为教唆犯也具有一种目的犯的构造的解释，或者从共犯的处罚根
据上的因果共犯论等出发，采纳二重故意说的学说不断增加。
迄今为止，在日本刑法学上，形成了共犯从属性说=单一故意说、共犯独立性说=二重故意说和共犯从
属性说=二重故意说的学说分布状况。
现在，这种共犯从属性说=二重故意说成为多数说。
而且，从上述未遂教唆的可罚性问题的学说发展可以看出，不可罚说过去是以不存在结果发生的客观
危险和故意为理由，否定对教唆犯的处罚，现在则主要是以不具有故意作为不可罚说的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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