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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刑法总则规定了哪些参与人，刑法对共犯人如何分类 （参与类型），是

两个不同的问题。我国刑法总则虽然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四种情

形，但不能据此认为这四种情形就是对共犯人的分类。刑法理论必须以罪刑法定原

则为根据，确定刑法总则应当规定哪些参与类型。由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正犯，所

以，只有当刑法总则规定了教唆犯、帮助犯时，才能扩张地处罚教唆犯与帮助犯，

否则便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由于共同正犯不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为前提，所以，如

果对共同正犯按照正犯处罚，就必须有刑法总则的明文规定。主张刑法第 ２６条规
定的主犯与正犯是交叉关系、递进关系或者等同关系以及双层次区分说的观点，都

存在缺陷。刑法第２６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该规定贯彻了 “部分行为全部责

任”的原理。教唆他人犯罪的，如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就属于 （共谋）

共同正犯，按正犯处罚；如果起次要作用，则是狭义共犯中的教唆犯，应当按从犯

量刑。基于实质标准，对起次要作用的实行者，也只能按从犯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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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我国刑法总则主要按照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将共犯人分
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１〕但如所周知，民国时期的刑法总则在 “共犯”一章

中，规定了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２〕日本、韩国刑法总则在 “共犯”一章中，规定

了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 （从犯）；德国刑法总则在 “正犯与共犯”一节中，规定了直

接正犯、间接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随着德日学说逐渐引介于国内，我国刑

法理论开始注重讨论正犯与主犯的关系、教唆犯与共谋共同正犯的关系等问题。

　　共犯人关系，〔３〕实际上是共同犯罪的参与类型，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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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刑法修正的理论模型与制度实践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６０）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７２页以下。
参见民国时期１９２８年刑法第４２条以下、１９３５年刑法第２８条以下。
共犯人关系包括各种称谓的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如正犯与主犯的关系、正犯与共同正犯的关系、教唆犯

与 （共谋）共同正犯的关系等。



践问题。例如，只要承认和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就必须区分正犯与共犯。于是，正犯与共

犯的区别是什么，我国刑法是否规定了正犯，正犯与共同正犯是什么关系，就成为重要问

题。再如，倘若刑法第２６条规定的主犯是指正犯或者共同正犯，就表明我国刑法没有采取
单一制正犯体系，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教唆者属于 （共谋）共同正犯。〔４〕又如，倘

若刑法没有规定共同正犯，司法机关却对共同正犯按主犯或者正犯处罚，就明显违反罪刑

法定原则。

　　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刑法第２６条的规定是关于正犯的规定，还是关于共同正犯
的规定。亦即，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的 “是主犯”的人，是与 （共同）正犯存在交叉关系的

参与人，〔５〕还是等同于正犯，抑或是指共同正犯？本文明确区分正犯与共同正犯两个概

念，〔６〕重点讨论 （共同）正犯与主犯的关系，同时也会涉及教唆犯与 （共谋）共同正犯的

关系、实行犯 （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的参与人）与从犯的关系。

一、既有观点

　　虽然我国刑法没有明文使用正犯的概念，但刑法分则规定的都是正犯，故正犯的确存
在于刑法的规定中，否认正犯概念并不妥当。另一方面，从刑法第 ２６条规定的处罚原则
看，对主犯的处罚与对正犯的处罚相同，既不从重处罚也不从轻处罚。正因为如此，我国

刑法理论已有的研究，主要是讨论正犯与主犯的关系以及教唆犯与主犯的关系。〔７〕

　　 （一）交叉关系说

　　我国传统共同犯罪理论认为，正犯不等于主犯，正犯既可能是主犯也可能是从犯；帮
助犯也不等于从犯，从犯包括帮助犯与部分实行犯，帮助犯也可能是主犯。概言之，正犯

与主犯、正犯与从犯、帮助犯与正犯是交叉关系。这种交叉关系，源于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是有关共犯人分类的理论。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各国刑法关于共犯人的分类，
主要有两种标准：一是分工分类法，即以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为标准，将共犯人分

为正犯 （实行犯）、教唆犯与从犯；二是作用分类法，即以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为标准，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８〕我国刑法历来重视以作用为标准对共犯人进行分

类，即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同时考虑到以分工为标准分类得出的教唆犯在作用分类

法中没有得到反映，便在胁从犯之后另外规定了教唆犯，并揭示对教唆犯在不同情况下的

·５３１·

共犯人关系的再思考

〔４〕
〔５〕
〔６〕

〔７〕
〔８〕

本文对实施教唆、帮助行为的人一般分别使用 “教唆犯”“帮助犯”的表述，不以其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

本文所称 “参与人”，是指共同犯罪人，不限于狭义共犯。

除引文和介绍 （主要是本文第一部分）外，本文所称 “正犯”，仅指单独正犯即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不包

括共同正犯 （恳请读者根据语境识别）。单独正犯是与共同正犯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仅指单个人犯罪的情

形。例如，金德霍伊泽尔在 “单独正犯”一节介绍的就是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同时正犯。他指出：“间接

正犯利用他人以实现某一构成要件。如直接正犯那样，人们将之也认定为单独正犯”（［德］乌尔斯·金德霍

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４０９页）。再如，松原芳博指出：
“‘正犯’，在狭义上意味着是由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组成的单独正犯，在广义上包括共同正犯。另一方面，

‘共犯’，在狭义上意味着教唆犯与帮助犯，但广义上包括共同正犯” （松原芳博 『刑法
(

论』，日本评论社

２０１７年２版，３５９－３６０页）。
本部分是对相关观点的介绍与评价，相关观点所称的 “正犯”一般包括共同正犯。

参见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３页以下。



处罚原则。〔９〕换言之，按分工分类法将共犯人分为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在我国只是理

论上的分类；法定的分类是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

　　根据这种观点，正犯与主犯就是一种交叉关系，即部分正犯是主犯，主犯也不一定是
正犯。例如，首要分子是主犯，但不一定是正犯 （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

是主犯，“这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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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造成严重危害结果”；“所谓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指虽然参与实行了某一犯罪构

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但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主犯小，主要表现为：在犯罪集团

的首要分子领导下从事犯罪活动，罪恶不够重大或情节不够严重，或者在一般共同犯罪中

虽饶有兴趣直接参加实行犯罪，但所起作用不大，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等。这种情

况就是次要的实行犯。因此，不能笼统地认为从犯就是帮助犯，也不能把实行犯一律认为

是主犯。”〔１０〕

　　诚然，“正犯”与 “主犯”、“帮助犯”与 “从犯”的用语不同，但能否据此认为正犯、

帮助犯是根据分工进行的分类，主犯、从犯是根据作用进行的分类，则不无疑问。传统共

同犯罪理论首先断定正犯与主犯、帮助犯与从犯属于不同类型的共犯人，进而提出它们的

分类标准不同。然而，用语不同、含义相同的情形比比皆是，我们不能因为用语不同就断

定二者属于不同的概念，进而认为二者的内涵与外延不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完全可以认

为，正犯与主犯、帮助犯与从犯是等同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作用分类法与分工分类法

究竟是不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也不无商榷的余地。如果认为分工分类法不能体现参与

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采取这样的分类。

　　第二是正犯与实行犯关系的理论。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正犯就是实行犯。例如，
有的教科书在介绍共犯人的分工分类法时指出：“有的采用三分法……分为正犯、教唆犯和

帮助犯，德国刑法典采用这种分类，其所谓正犯即实行犯。”〔１１〕将间接正犯称为间接实行

犯，〔１２〕将共同正犯称为共同实行犯，〔１３〕也说明了这一点。而所谓实行犯，是指 “实行犯

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的人。〔１４〕

　　诚然，从文字表述看，我们可能认为德国刑法中的正犯是指实行犯，但这至少是不准
确的。德国刑法所规定的正犯包括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其共同点是对犯罪事

实的支配。〔１５〕而如后所述，在共同正犯的场合，并不需要共同正犯实施构成要件行为。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看，也不能认为正犯与实行犯是等同的概念。刑法第 ２３条在规定未
遂犯时有 “着手实行犯罪”的表述，但这是为了与预备犯相区别。换言之，实行犯是与预备

犯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与从犯相对应的概念；正犯则是与教唆犯、帮助犯相对应的概念。

　　第三是正犯与共犯区分标准的理论。我国传统共同犯罪理论虽然不认为我国刑法将共
犯人分为正犯与共犯 （教唆犯与帮助犯），但在介绍和讨论正犯与共犯的区别时，采取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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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高铭暄等主编书，第１７２页。
同上书，第１７３页，第１７５页。
同上书，第１７２页。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３页。
参见前引 〔１〕，高铭暄等主编书，第１６９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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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客观说 （实行行为说）。亦即，以自己的身体动静实施符合基本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

人是正犯，通过符合修正构成要件的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促进正犯的实行行为与结果的人，

是共犯。或者说，完全或者部分实施了构成要件所规定的行为的，均是正犯；实施构成要

件行为以外的行为的，皆为共犯。〔１６〕

　　形式的客观说虽然有一定的优点，但也有明显的缺陷。这是因为，所谓正犯与共犯的

区分，事实上主要讨论共同正犯与共犯的区分。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是直接或通过支配他

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其与教唆犯、帮助犯比较容易区分。而共同正犯不一定实施构

成要件行为，却要以正犯论处，故需要与共犯相区别。〔１７〕反过来说，如果要求共同正犯也

必须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就必然得出不当结论。例１：乙从身后抱住被害人丙，使丙不能反

抗，甲用刀刺伤丙的腹部。根据形式的客观说，乙没有实施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行为，

故不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共同正犯。这一结论明显不当。例 ２：“甲、乙计划通过贩卖假名牌

商品实施诈骗，甲负责伪造假名牌商品，乙负责贩卖。在这样的场合，认定只有乙是诈骗

罪的正犯、甲是其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是不当的。”〔１８〕

　　正因为如此，现在德国、日本的通说与审判实践对共同正犯与共犯的区分，都不采取
形式的客观说，而是进行实质判断。例如，罗克辛指出：“正犯，是实现符合构成要件行为

时的核心人物……这个核心人物，不是在所有构成要件中以同样方法确定的……在绝大多

数犯罪中，‘行为支配’对于正犯是决定性的观点。犯罪过程的核心人物，是支配了引起犯

罪实现的事态的人物。”〔１９〕“共同正犯是通过分工实施来实现构成要件的，共同正犯的行为

支配产生于他在实施中的机能。共同正犯接受了一项对于计划的实现具有本质性的、使得

其参与行为可以支配整个事件的任务。”〔２０〕据此，例 １中的甲是故意伤害罪的正犯，乙是
共同正犯。〔２１〕又如，西田典之指出：形式的客观说 “不能涵盖现代社会中共犯现象的多样

性，不能充分捕捉具备作为共同 ‘正犯’的当罚性的参与者。例如，在有组织地、集团性

地实施犯罪的场合，背后的策划、指挥、命令犯罪的人，虽然自己没有参与犯罪的实行，

却是对犯罪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人，可以说完全值得作为 ‘正犯’处罚。”〔２２〕再如，

山口厚明确指出：“通过着眼于实质的共同惹起的 ‘实质的正犯概念’来划定共同正犯与教

唆、帮助的界限是妥当的。”〔２３〕事实上，在日本，“判例自旧刑法时代以来到现在为止一直

肯定共谋共同正犯。虽然实行共同正犯论在以前的学说中占支配地位，但现在应当说，肯

定共谋共同正犯，并主张同时限定其成立范围的见解占主流地位。”〔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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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８〕，陈兴良书，第１５５页。形式的客观说源于日本刑法学者的观点，参见
,

藤重光 『刑法纲要
(

论』，创文社１９９０年 ３版，３７２－３７３页；福田平 『全订刑法
(

论』，有斐阁 ２０１１年 ５版，２４５页；大眆仁
『刑法概说 （

(

论）』，有斐阁２００８年４版，２７９页。
正因为如此，西田典之在 “共谋共同正犯”一节讨论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的区别。参见西田典之著、桥爪

隆补订 『刑法
(

论』，弘文堂２０１９年３版，３７１页以下。
同上书，第３７３页。
前引 〔１５〕，Ｒｏｘｉｎ书，第９页。
同上书，第７７页。
同上书，第８７页。
前引 〔１７〕，西田典之书，第３７３页。
山口厚 『刑法

(

论』，有斐阁２０１６年３版，３４１页。
前引 〔１７〕，西田典之书，第３７１页。



　　对共同正犯与共犯的区分采取实质标准说，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因为在许多犯
罪中，作出某种决定、提出某种方案，对于犯罪的实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的具体行为，完全可能由普
通工作人员实施，但如果没有主管人员的决定，普通工作人员不可能实施该行为。这清楚

地说明，就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的实现而言，作出决定比具体实施所起的

作用更大。

　　再如，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但并不是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
行为都能成为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即使能够成为欺骗行为也未必能够得逞。于是，谎言

的设计者、话术的编撰者，虽然没有亲自对他人实施欺骗行为，但实施欺骗行为的人利用

其设计的谎言、编撰的话术实施欺骗行为就容易得逞。在这种场合，前者对诈骗成功所起

的作用完全可能大于后者。〔２５〕在电信诈骗案中，那些直接给受骗者打电话的人，虽然实施

的是构成要件行为，但与其背后诈骗方案或者话术的设计者相比，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或许有人认为，在上述场合，作出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决定的行为以及设计诈骗
方案与话术的行为本身就是构成要件行为。可是，其一，从行为的发展进程看，作出低价

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的决定，充其量只是一种预备行为或者共谋行为。如果只有决定，没

有人具体实施，就不可能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所以，必须肯定低价折股、出售国

有资产的行为才是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其二，在诈骗罪

中，设计诈骗方案或者话术的行为，还不可能被评价为构成要件行为。这是因为，倘若将

这种行为评价为构成要件行为，那么，只要行为人设计了诈骗方案或者话术，即使没有人

根据该方案或者话术实施欺骗行为，对设计者至少也要以诈骗未遂论处，这显然不妥。

　　以上是从共谋的角度而言，〔２６〕即使从帮助的角度来说，形式的客观说也不符合我国刑
法分则的规定。最为明显的是，刑法分则规定部分帮助行为按正犯处罚，就是因为在部分

犯罪中，帮助行为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即使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场合，有些表面上的

帮助行为，实际上对构成要件的实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 ３：甲想实施合同诈骗行
为，但其事前起草的合同不能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因而未能得逞。于是，甲请乙为自己

精心设计了用于诈骗的合同，甲利用该合同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处分了财产。

在这样的场合，倘若仅认定乙是共犯或者从犯，明显不合适。

　　总之，就共同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来说，形式的客观说并不妥当。“是否分担了实行行为
并不是决定性的要素……正犯与共犯的区别，实际上判断谁是对犯罪结果应该首先承担责

任的主犯 （核心人物）的问题……归根到底，共同正犯与狭义共犯的区别，只能根据其在

犯罪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来判断。”〔２７〕既然如此，基于形式的客观说而提出的交叉关系说，

就难言妥当。

　　 （二）双层次区分说

　　双层次区分说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层次按照分工分类法，在构成要件层面将共犯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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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以解决定罪问题；第二层次按作用分类法进一步对共

犯人作主犯、从犯的划分，以解决量刑问题。持此观点的学者钱叶六指出：“我国的共犯立

法体系在性质上可归结为区分制”，即将共犯人分为正犯、帮助犯、教唆犯。另一方面，

“在共犯体系的设置上，我国刑法并非像德、日刑法那样对参与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单层次

的分类和操作，在正犯与共犯的处罚设置上也未机械地遵循由重到轻的层级走向，而是在

根据分工分类标准将参与人区分为正犯和组织犯、教唆犯等犯罪类型的基础上，按照作用

分类法进一步将参与人进行主、从犯的划分，并明定其处罚原则。相较而言，我国这种对

参与类型与参与程度进行双层次分类和操作的区分制更有其特色和优势。”〔２８〕

　　那么，将共犯人分为正犯、帮助犯、教唆犯的根据是什么？首先，刑法第 ２９条规定了
教唆犯；其次，“对于起主要作用的正犯，根据刑法第 ２６条第 ４款的规定，应按照其参与
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的正犯，根据刑法第 ２７条第 ２款的规定，应
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再次，刑法特别规定了组织犯。最后，“我国现行刑法虽然

未就帮助犯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学理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 ‘分工分类’的标准推导出帮

助犯这一参与类型，即帮助正犯的，是帮助犯。”〔２９〕

　　在本文看来，双层次区分说与交叉关系说没有本质区别。
　　首先，双层次区分说似乎认为，我国刑法的分散规定表明我国采取了区分制共犯体系，
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集中规定则采取的是主犯与从犯的区分。然而，钱叶六又认为，

帮助犯是推导出来的，不是刑法的明文规定。既然如此，就意味着双层次区分说只不过是

从理论上建议司法机关如何认定共犯 （从形式到实质），而没有对我国刑法关于共犯人分类

的规定作出明确说明。换言之，上述观点仍然认为，我国刑法并非像德日刑法那样将共犯

人分为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在我国只是理论上的分类 （而且其

中的 “正犯”包括了共同正犯）。可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刑法关于共同正犯的明文规定，

仅根据理论学说就承认共同正犯并对之适用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必然违反罪刑

法定原则。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刑法第２６条的规定包括正犯与共同正犯，就意味着二者的
处罚原则相同。但如后所述，二者的处罚原则不可能相同。

　　其次，如果承认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是不同的区分标准，就不可能认为我国刑法
同时或者先后采取了两种区分标准。这是因为共同犯罪的参与类型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

而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分工分类法得出的子项 （参与人）和作用分类法得出的子项 （参与人）

分别规定相应的处罚原则。即使主张司法机关在认定共同犯罪时应当分为两个步骤，即定

罪时先将参与人分为正犯、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然后在量刑时再将共犯人分为主犯、

从犯、胁从犯，也不意味着这七类情形都是共同犯罪的参与类型。双层次区分说仍然没有

回答，刑法第２６条究竟是关于正犯的规定，还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其得出的结论与传
统刑法理论的交叉关系说没有实质区别。唯一的形式区别是，交叉关系说没有说明两个区

分标准是两个层次，而双层次区分说提出两个区分标准之间存在层次关系。

　　最后，双层次区分说在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分上采取了形式的客观说。〔３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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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钱叶六之所以主张双层次区分，就是因为这种形式的客观说不能妥当解决参与人的刑

事责任问题，于是进一步提出按作用大小进行区分。本文的质疑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

将所谓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合二为一，按照一个标准解决参与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既

然认为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刑法在参与人的分类上，并未进行参与类型与参

与程度的双层次分类和操作，而是着眼于定罪量刑的一体性解决”，〔３１〕那么，我们同样可

以着眼于定罪量刑的一体性解决，而不必采用双层次解决的方法。

　　显然，出路只有两种：一种是承认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的区分，进而认为，我们
可以在理论上将共犯人分为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再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实质地区分

各自在共同犯罪中起何种作用，并以此认定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３２〕若果真如此，则上

述观点形式上是双层次区分说，但具体结论仍然是交叉关系。这与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没

有实质区别，并且不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另一种是认为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是同一种

区分标准。既然是同一种标准，分类得出的子项 （参与人）就应当是完全重合的，而不可

能是双层次区分。

　　 （三）递进关系说

　　主张递进关系说的学者提出，首先在不法层面区分出正犯与共犯：正犯是主犯，共犯
是从犯。具体而言，在不法层面，应当根据有无支配面向结果的因果流程来区分正犯与共

犯；在一个共同犯罪中，如果对各个犯罪参与人能够从不法层面区分出正犯与共犯，那么

正犯就是主犯，共犯就是从犯，没有必要再进行责任大小的判断；教唆成年人的教唆犯应

当是共犯，所以是从犯；而教唆未成年人的教唆犯，因为属于共同正犯，从而有可能被评

价为主犯。其次，就共同正犯而言，还需要根据责任大小进一步筛选出主犯。因为我国的

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承认次要的正犯 （参见刑法第 ２７条），在共同正犯中再区分出主犯、从
犯也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其理论根据是可罚的责任论。在判断责任是否达到可

罚的程度时，应结合是否需要处罚这一点进行考虑。以可罚的责任论为理论基础，在共同

正犯中，完全能够根据参与人期待可能性的大小、预防必要性的大小来进一步区分出主犯、

从犯。〔３３〕概言之，先根据事实支配理论区分正犯与共犯，正犯是主犯、共犯是从犯，然后

根据责任大小、预防必要性的大小将共同正犯区分为主犯与从犯。

　　显然，递进关系说不同于双层次区分说：双层次区分说以形式的客观说为标准区分正
犯与共犯，再以实质标准区分主犯与从犯；而递进关系说总体上以不法层面的实质标准区

分正犯与共犯，以相对形式的标准 （被教唆者的年龄）将教唆犯区分为共犯与共同正犯，

再以责任层面的实质标准将共同正犯区分为主犯与从犯。

　　共犯是不法形态，〔３４〕从不法层面区分正犯与共犯，值得肯定。但是，上述观点存在
疑问。

　　第一，既然主张在不法层面根据有无支配面向结果的因果流程来区分正犯与共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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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直接得出 “教唆成年人的教唆犯应当是共犯，教唆未成年人的教唆犯属于共同正犯”

的结论。一方面，完全否认教唆成年人的教唆犯可能是共同正犯，完全肯定教唆未成年人

的教唆犯属于共同正犯，存在明显疑问。〔３５〕另一方面，教唆未成年人的教唆犯属于共同正

犯，那他还是不是教唆犯？是否需要采取从属性原理？这是上述观点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二，既然承认共犯是不法形态，主张对各个犯罪参与人从不法层面区分正犯与共犯，
那么，再从责任角度在共同正犯中区分出主犯，就有自相矛盾之嫌。换言之，共犯是不法

形态，而责任是个别的，所以，在确定参与人是否成立正犯、共同正犯或者共犯后，当然

需要根据各自的责任定罪量刑，但这已经不属于共犯人分类与共犯人关系的问题了。

　　第三，正犯的预防必要性小、共犯的预防必要性大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正犯是初
犯，犯罪后投案自首并有立功表现；共犯是累犯，不仅没有投案自首而且栽赃陷害他人。

但我们不能据此就改变正犯与共犯的认定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只是在共同正犯中

根据参与人期待可能性的大小、预防必要性的大小进一步区分出主犯、从犯，而不是对其

他正犯也进一步区分主犯、从犯？这也是需要回答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第四，递进关系说仍然没有说明正犯与主犯的关系，没有回答刑法第 ２６条规定的具体
含义，其最终结论与传统刑法理论的交叉关系说没有明显区别。换言之，这种观点仍然只

是建议从理论上将参与人区分为正犯与共犯，然后根据刑法的规定区分为主犯、从犯。既

然如此，这种观点就没有肯定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区分制共犯体系，也没有为共同正犯的

处罚提供法律根据。

　　 （四）等同关系说

　　等同关系也可谓重叠关系，即刑法第２６条规定的主犯就是正犯，第 ２７条、第 ２８条规
定的从犯与胁从犯就是帮助犯。于是，我国刑法规定了正犯、帮助犯、教唆犯。

　　例如，杨金彪指出：“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的实质联系在于，二者只是分别体现了
共犯的形式的、类型性的侧面和具体的、实质的侧面。换言之，二者的划分充其量仅具有

学理分类的意义……我国刑法学上所谓的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并无本质不同，二者完

全可以同一起来。如果说有不同，也只是历史用语习惯的不同。换言之，大陆法系习惯上

称正犯、帮助犯、教唆犯，我国刑事立法习惯上称主犯、从犯、教唆犯而已。事实上，日

本刑事立法和刑法学上帮助犯也习惯称为从犯。如果用图式化的表达方式，可以得出以下

的结论：正犯 ＝主犯，帮助犯 ＝从犯 （还包括胁从犯），即我国刑法规定了正犯 （主犯）、

帮助犯 （从犯）、教唆犯三种共犯形态及共犯人类型。”〔３６〕这一主张的基本理由是：其一，

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可谓形式分类与实质分类，而形式与实质应当是统一的。其二，

在德国、日本，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已经实质化，而没有采取形式的客观说，既然如此，将

刑法第２６条规定的主犯称为正犯，就合情合理。其三，刑法第２７条规定的就是帮助犯，而
不包括起次要作用的正犯 （实行犯）。这是因为实行犯直接导致结果发生，而帮助犯是间接

导致结果发生，二者在违法性的量上显著不同，不能将两种行为等而视之。由于对共同正

犯采取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也难以找到把作为共同正犯的实行犯划分为两类不

·１４１·

共犯人关系的再思考

〔３５〕
〔３６〕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０５页。
杨金彪：《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的同一———重新划分共犯类型的尝试》，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第 ４期，
第５６页。



同共犯形态的理由。〔３７〕

　　何庆仁同意上述观点：“我国刑法的确没有在形式上明确区分正犯与共犯，但通过对主
犯与从犯的规范化理解，或者通过对正犯与共犯的实质化理解，将主犯与正犯、从犯与帮

助犯合而为一，即可在实质上回归区分制。”〔３８〕

　　周光权也指出： “我国刑法规定的主犯就是正犯；关于从犯的规定就是对帮助犯的规
定，其中刑法第２７条关于 ‘次要作用’或 ‘辅助作用’的规定都是用来说明帮助犯这一对

象的，是无意义的重复；而刑法第２８条规定的胁从犯是对情节较轻的帮助犯 （被胁迫的帮

助犯）的规定，不是新的行为人类型。”〔３９〕

　　上述等同关系说以实质的观点区分正犯与共犯，或者认为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是
同一的，本文对此表示赞同。〔４０〕但不太明确的是，上述 “主犯 ＝正犯”的观点中，正犯是
仅指单独正犯 （直接正犯、间接正犯），还是也包括共同正犯？持等同关系说的学者都没有

认为刑法第２６条规定的是共同正犯，而这恰恰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又没有解决的问题。
　　倘若认为，等同关系说所说的正犯就是指单独正犯 （直接正犯、间接正犯），而不包括

共同正犯，就存在一个大漏洞。这是因为，按照实质标准，部分共同正犯虽然在共同犯罪

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其行为未必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 （如例１中的乙），如果刑法
总则没有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就不能对其行为按正犯追究责任，在某些场合甚至不能认

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另一方面，部分共同正犯虽然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但其行为未必造

成了构成要件结果。例４：甲、乙经共谋同时向丙开枪，后查明甲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丙，乙
没有打中。在德国、日本，根据其刑法规定，甲是故意杀人的正犯，乙是共同正犯，也要

负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但在我国，如果刑法总则没有作出相应规定，就不能径直适

用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让乙负故意杀人既遂的正犯责任 （充其量只能按从犯处

罚）。在查不清构成要件行为是否造成了构成要件结果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例 ５：甲、
乙共谋同时向丙开枪，丙身中一弹而亡，但不能查明谁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丙。如果缺乏关

于共同正犯的处罚规定，根据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就不能让甲和乙负故意杀人既

遂的正犯责任。换言之，若要让例４中的乙、例５中的甲和乙负故意杀人既遂的责任，就必须
有刑法的明文规定，而不能仅以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为根据追究其故意杀人既遂的

刑事责任。因为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是德国、日本刑法理论根据其本国刑法对共同

正犯的规定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我国刑法没有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就不能适用这一原理。

　　倘若等同关系说所说的正犯包括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就意味着共同正犯、
直接正犯、间接正犯的归责原理与处罚原则是相同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参见后述内容）。

二、症结所在

　　通过对上述既有观点的讨论可以发现，在共犯人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以下三个需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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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症结性问题。

　　 （一）正犯与共同正犯是什么关系

　　从前述介绍与评论可以看出，形式的客观说没有区分正犯与共同正犯，而是着眼于
（单独）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要求正犯必须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但由于其将共同正犯纳入正

犯，又导致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参与人 （共同正犯）不

是正犯，故只好通过交叉关系、双层次关系等将共同正犯归入主犯。

　　实质标准说 （行为支配说、重要作用说）则着眼于共同正犯与共犯的区分，重点判断

参与人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诚然，实施了构成要件全部行为的参与人必然

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是正犯，但起了重要作用的参与人未必直接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未

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虽然可能是共同正犯，却不可能是正犯。显然，只有区分正犯与共

同正犯，而不是将共同正犯归入正犯，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 （共同）犯罪都必须有正犯。这是因为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

要件行为就是正犯行为，如果没有正犯，就没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这样当然不可能构

成犯罪。〔４１〕虽然任何共同犯罪中都必须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正犯，但这只是对正犯的要

求，而不是对共同正犯的要求。就绝大多数共同正犯而言 （除例 ４、例 ５的情形以外），只
需要其在共同犯罪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不要求其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将共同正犯归入正犯，

不仅导致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混乱，而且导致正犯的成立条件混乱。〔４２〕所以，应当承认

共同正犯 “是与单独正犯相并列的正犯形式的一种样态”，〔４３〕或者说，共同正犯是一种不

同于正犯的独立参与类型。

　　其一，刑法首先要抑制的是正犯，正犯是一次责任，教唆犯与帮助犯是二次责任。换
言之，二次责任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的派生性、扩张性犯罪形态，〔４４〕倘若没有正犯，就

不可能存在由其派生的扩张性的二次责任。所谓共犯从属性原理，就是强调教唆犯、帮助

犯的成立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４５〕对共同正犯虽然并不采取从属性原理，但共同正犯不过

是扩张的正犯，倘若刑法没有规定对共同正犯以正犯论处或者共同正犯承担正犯责任，那

么，对共同正犯要么只能按狭义共犯处罚 （如例１中的乙），要么不能使之承担既遂的责任
（如例４中的乙、例５中的甲和乙）。
　　其二，正犯是直接或者通过支配他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共同正犯要么没有实施
构成要件行为，只是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 （如例１中的乙），要么虽然实施了构成要件
行为，但其行为没有 （或者不能证明）直接造成构成要件结果 （如例 ４中的乙、例 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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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和乙）。〔４６〕如前所述，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之所以存在争议，就是因为没有区分正犯

与共同正犯。形式的客观说着眼于正犯，但其标准不适用于共同正犯；实质标准说着眼于

共同正犯，但其标准并不能一概适用于正犯。

　　即使在德国，“实际上，共同正犯在构造上与直接正犯 （行为支配）和间接正犯 （意思

支配）具有根本区别。共同正犯是通过分工实施来实现构成要件的。”〔４７〕所谓 “通过分工

实施来实现构成要件”，并不意味着每个共同正犯都实施了构成要件中的实行行为。例如，

罗克辛就指出：“Ａ为了在盗窃过程中被所有权人发现时自己能够得到保护，而带上了拳击
手 Ｂ。但是 Ａ并没有被发现，Ｂ事实上只不过是次要的辅助者。尽管如此，Ｂ仍然是共同正
犯。这是因为，对于计划及其实行来说，Ｂ所占据的地位是重要的。正在望风的人，在其地
位从现状上看是必要的场合，即使谁也没有出现，也是共同正犯。”〔４８〕先不论是否认同 Ｂ
与望风者属于共同正犯，可以肯定的是，在德国，即使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也可能成

为共同正犯。再如，金德霍伊泽尔指出： “仅有决定性地影响了构成要件之实现 （整体行

为）者，才成立共同正犯。依照形式、客观的正犯理论，要成立共同正犯，需要 （共同）

实现犯罪所描述的行为。但是，这种要求是没有必要的。更确切地说，以其他方式促使犯

罪行为成功的举止方式即已足够，例如，抢劫银行时驾驶用于脱逃的汽车、在符合构成要件

地侵入相应空间时的 ‘抢劫指导’，只要人们可以将这种方式评价为具体地实施了犯罪。”〔４９〕

　　在日本，共同正犯一般被分为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５０〕在共谋共同正犯的场
合，仅参与了共谋的人并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却成立共谋共同正犯；而实行共同正犯，

也不意味着二人以上均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日本的判例将骚乱罪、杀人罪、盗窃罪、抢劫

罪中的望风行为均认定为共同正犯，但显然不能认为，望风行为本身是构成要件行为。〔５１〕

虽然日本刑法第６０条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但刑法理论的通说并

没有认为，共同实行是指二人以上均实施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５２〕换言之，“虽然对共同

正犯是按 ‘正犯’处理，但这只是在法律效果这一点作为正犯，认为其成立条件与直接正

犯、间接正犯完全相同是勉强的。”〔５３〕

　　其三，正犯只需要对自己行为造成的结果承担全部责任，而共同正犯则适用 “部分行

为全部责任”的原理。〔５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同正犯的责任重于正犯。在例４中，也可
以认为，甲不仅是故意杀人罪的正犯，同时也是共同正犯，因为甲也要对乙的杀人行为负

责。不过，不管从罪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量刑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认定没有现实意义。

在例５中，倘若对甲、乙按正犯处罚，就只能对二人以故意杀人未遂处罚；若按共同正犯处
罚，则对二人均以故意杀人既遂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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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外国刑法的立法例明确区分正犯与共同正犯。例如，德国刑法第 ２５条第 １款规
定了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同条第２款规定了共同正犯；日本刑法第６０条并没有规定正犯，
只是规定了共同正犯，即 “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一方面，既然德国、日

本刑法都规定对共同正犯按正犯处罚，就表明共同正犯原本不是正犯，否则就不需要这样

的规定。另一方面，既然对共同正犯按正犯处罚，就表明共同正犯不是教唆犯、帮助犯

（狭义共犯）。所以，即使在德国与日本，也应当承认最广义的共犯包括正犯 （直接正犯与

间接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 （从犯）四种形态，〔５５〕而不是仅有正犯、教唆犯

与帮助犯三种形态。特别要说明的是，不能因为对共同正犯按正犯论处，就否认共同正犯

与正犯的区别。例如，根据德国刑法第２６条的规定，对教唆犯的处罚与正犯相同，但不能
据此将教唆犯归入正犯。因此，与其争论共同正犯属于正犯还是共犯，不如直接承认共同

正犯是不同于正犯与共犯的一种参与形态。

　　其五，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正犯，但不当然包括共同正犯。在例４中，对于造成了死亡结
果的甲，可以直接根据刑法分则条文以故意杀人既遂处罚，不需要引用刑法总则的规定；

但对乙不可能直接根据分则条文以故意杀人既遂处罚，而必须引用刑法总则的规定。

　　总之，共同正犯不属于正犯。刑法分则规定的都是正犯，而没有规定共同正犯，所以，
需要在刑法总则中寻找共同正犯的处罚根据。

　　 （二）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人是否等同于共犯参与形态

　　前述交叉关系说、双层次区分说、递进关系说不仅将刑法总则规定的主犯、从犯、胁
从犯、教唆犯视为共同犯罪的参与类型，而且视为与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不

同的参与类型。然而，共同犯罪的参与形态不是仅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确定的，而是根据

刑法总则与分则的整体规定 （包括对处罚原则的规定）确定的。

　　刑法总则规定了哪些共犯人与共犯人应当分为哪几类 （参与类型），是两个不同的问

题。例如，德国刑法规定了直接正犯、间接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但没有人

认为其刑法将共犯人分为五类。在德国，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均属于正犯，“立

法者将参与犯罪的人区分为正犯 （第２５条）、教唆犯 （第２６条）与帮助犯 （第２７条）”。〔５６〕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的１９２８年刑法、１９３５年刑法以及日本刑法、韩国刑法在 “共犯”一章

中均只规定了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但不能认为这些刑法将共犯人分为共同正犯、

教唆犯与帮助犯。这是因为，既然刑法规定对共同正犯以正犯论处，就表明这一规定是以

存在正犯为前提的。但是，如后所述，刑法总则必须规定哪些共犯参与形态，需要满足罪

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亦即，对于分则已经规定的正犯，总则完全可以不规定，但对于分则

没有规定的参与形态，如果总则没有规定就直接处罚参与人，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显

然，将刑法总则规定的几种共犯人等同于共犯人的分类，是一种误解。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刑法使用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四个概念，但不能据此
认为，我国刑法将共犯参与形态分为这四类，也不能认为我国刑法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

犯、胁从犯、教唆犯。其一，这样的分类不能说明什么样的共犯人必须实施构成要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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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明分则条文规定的是哪一类参与人，因为起主要作用的人并不一定实施了构成要

件行为。其二，只有当刑法总则对某类参与人规定了处罚原则时，该类参与人才是一种类

型的共犯人。由于刑法第２９条没有对教唆犯规定独立的处罚原则 （既可能当主犯处罚，也

可能当从犯处罚），所以，我国刑法仅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５７〕但是，这样

的解释也没有解决共同正犯的问题。其三，如果主张我国刑法实质上采取了分工分类法，

就可以认为我国刑法将共犯人分为正犯、帮助犯 （从犯）与教唆犯，其中，刑法第 ２８条规
定的胁从犯只不过是帮助犯的亚类型 （由于责任减少而比帮助犯处罚更轻），刑法第 ２６条
规定的主犯就是正犯。至于是单独正犯，还是广义正犯，抑或仅指共同正犯，正是等同关

系说没有解释但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我国刑法学界在讨论正犯与主犯的关系时，大体上都忽略了共同正犯，导
致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所以忽略了共同正犯，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刑法总则规定

了哪些共犯人与共犯人应当分为哪几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没有区分正犯与共同正犯；

没有充分考虑到，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总则究竟应当规定哪些参与形态。

　　 （三）在参与人的关系上如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任何一个共同犯罪案件中，必须有参与人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
如上所述，倘若只有主犯、从犯、教唆犯的区分，就会带来一个重大问题：究竟是谁实施

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不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如果回答不了这一

问题，就表明这一分类存在疑问。因此，需要讨论刑法第 ２６条规定的主犯是否属于正犯或
者共同正犯。如果说主犯就是正犯，当然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但没有解决共同正犯

的问题；如果说第２６条规定的是共同正犯，同时承认分则规定的都是正犯，也有利于贯彻
罪刑法定原则；如果说第２６条规定的既不是正犯也不是共同正犯，就不利于在共同犯罪案
件中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这正是刑法理论讨论第 ２６条规定的
主犯与 （共同）正犯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５８〕换言之，对共同正犯适用 “部分

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必须基于本国刑法的规定，而不是基于外国刑法的规定，也不只

是基于外国的理论学说。所以，刑法理论必须说明我国刑法的哪一个条文规定了共同正犯；

而不能认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共同正犯，只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承认共同正犯；否则，

就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具体而言，只要承认我国刑法采取了区分制共犯体系，就需要明确刑法总则应当规定
哪些参与形态及其处罚原则，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且只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来回答。

　　第一，刑法总则不必规定正犯。一方面，刑法总则不需要规定直接正犯，因为刑法分
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肯定是正犯行为。〔５９〕既然如此，即使刑法总则不规定直接正犯，

对直接正犯也完全可以直接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量刑。另一方面，刑法总则是否规定

间接正犯，并非特别重要。这是因为，只要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正犯不限于直接正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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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参见张明楷：《教唆犯不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法

学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单纯在量刑的意义上讨论主犯与 （共同）正犯的关系，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不仅如此，分则规定的正犯还是实施了构成要件全部行为并造成构成要件结果的正犯。在单个人犯罪中，如

果行为人仅实施了构成要件部分行为，就必须适用总则关于未遂犯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如果行为人仅实

施了构成要件部分行为却要对构成要件结果负责，就必须适用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



接正犯就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６０〕概言之，正犯虽然是共犯人中必不可少的一种

类型，但刑法总则不需要明文规定正犯，民国时期的刑法以及日本、韩国刑法的总则仅规

定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而没有规定正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德国刑法总则

规定了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且其第２５条第２款规定 “数人共同实行犯罪者 （共同正犯），

均依正犯论处”，德国刑法总则也没有规定对正犯如何处罚 （日本刑法第 ６０条、韩国刑法
第３０条也是如此）。这显然是因为对正犯是直接依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处罚，所以不需要总
则规定。

　　第二，刑法总则必须规定教唆犯与帮助犯。这是因为，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正犯行为，
不包括教唆犯与帮助犯，刑法分则中存在的教唆犯的正犯化规定、帮助犯的正犯化规定，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刑法总则就必须规定教唆犯与帮助犯，否则，处罚教唆

犯与帮助犯就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刑法总则必须规定共同正犯。这是因为，虽然有一部分共同正犯实施了符合构
成要件的行为，但存在两种情形，必须有刑法总则的规定，才能得到妥当的处理。

　　其一，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或者重要作用，需要按共同正
犯处理的情形 （正犯性的确认或者拟制）。例 ６：甲制作了用于敲诈勒索的信件，乙将该信
件交付给被害人。例７：甲乙二人计划毒杀被害人，甲巧妙地调和了看似药品的粉末状毒
药，乙用毒药替换了被害人饮用的感冒药。例 ８：甲乙二人计划使被害人落入坑中使其摔
伤，甲挖了坑，乙诱导被害人落入坑中使其摔伤。在上述三例中，如果只认定乙是正犯，

甲是帮助犯从而从宽处罚，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６１〕换言之，除了对乙要以正犯论处，

对甲也必须认定为共同正犯从而科处正犯的刑罚。“这是因为，各行为人通过作业分担，为

犯罪实现起到了本质的作用或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共同正犯的各人的正犯性，必须以各

人为犯罪实现起到了本质的作用或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理由来肯定。”〔６２〕这只是实质理

由。显然，如果刑法没有规定共同正犯，就意味着甲由于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对其只

能按帮助犯 （从犯）从宽处罚。但是，这样的处理明显不当。只有当刑法总则规定对共同

正犯以正犯论处时，才能使甲受到应有的处罚。概言之，刑法总则需要确认，没有实施构

成要件行为但对构成要件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的参与人属于共同正犯，并且按正犯处罚。

　　其二，实施了构成要件部分行为 （“分担型”共同正犯），或者虽然实施了构成要件全

部行为但其行为没有 （或者不能证明）造成构成要件结果，需要对共同犯罪的整体不法负

责的情形 （归责范围扩张的确认）。如前述例 ４，甲、乙共谋杀人并同时向丙开枪，只有甲
打中了丙，但乙也要承担杀人既遂的责任。理由何在？西田典之指出：“如果认为共同正犯

只不过是单独正犯的复合体，那么，乙理当只承担杀人未遂的责任。诚然，乙在这种场合

实施了杀人的实行行为，这可以为其承担杀人未遂的罪责奠定基础，但还不能成为乙对甲

的行为所产生的杀人既遂结果承担罪责的正当化根据。对此的回答只能是，乙通过与甲共

谋强化了甲的犯意，促进了甲的杀人行为，与丙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心理的因果性。在这

一点上，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的构造，基本上与以他人的行为为媒介进而扩张了自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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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只有完全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形，才可能成立间接正犯。

参见前引 〔２５〕，井田良书，第５０６页以下。
同上书，第５０６页。



的因果性范围的教唆犯、帮助犯是同一的，在此意义上应当说，共同正犯是和单独正犯不

同的 ‘共犯’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刑法典在 ‘共犯’一章规定了共同正犯。”〔６３〕如果刑

法总则不规定共同正犯，就意味着乙仅承担杀人未遂的责任或者仅承担帮助犯的责任。〔６４〕这

明显不当。反过来说，刑法总则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使乙承担杀人既遂责任具有了法律

根据。

　　总之，由于共同正犯不属于正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总则除了必须规定教唆犯
与帮助犯以外，还必须规定共同正犯。一方面，使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

起重要作用的参与人成立共同正犯，从而科处正犯的刑罚；另一方面，使实施了构成要件

部分行为的参与人对共同犯罪的整体不法承担责任。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对共同正犯

贯彻的便是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概言之，刑法必须规定四种参与类型：正犯

（包括直接正犯、间接正犯，由刑法分则规定即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 （从犯）。

后三种形态只能由刑法总则规定。〔６５〕

三、本文观点

　　上述说明完全符合或者说适用于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都是正犯，刑
法总则明文规定了教唆犯与从犯 （包括帮助犯）。剩下的问题只有共同正犯问题，以及如何

理解我国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实施了构成要件部分行为的人能否成为从犯等问题。

　　 （一）刑法第２６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
　　在本文看来，将刑法第２６条理解为对共同正犯的规定，再合适不过。〔６６〕

　　一方面，刑法第２６条规定的按主犯处罚的参与人，实际上都不是正犯，而是共同正
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参与人，并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原本不是

正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参与人，并不以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前提 （因

为第２６条并无这样的要求），如例 １中的乙，原本不是正犯。虽然这两类参与人没有实施
构成要件行为，不是正犯，但由于他们在共同犯罪中起了重要或者主要作用，按照实质标

准属于共同正犯，所以要按正犯 （主犯）处罚。不难看出，虽然可以认为第２６条中的 “主

犯”一词就是指正犯，但第２６条不是关于正犯的规定，而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亦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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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７〕，西田典之书，第３７１页。
帮助犯只需要与部分构成要件结果有因果性，而共同正犯必须与全部构成要件结果有因果性。参见前引

〔２５〕，井田良书，第５２１页。
其实，日本刑法学者并没有一概说广义共犯包括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例如，平野龙一指出：“共犯有多种形

态，现行法规定了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 （也称帮助犯）三种形态”（平野龙一 『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

版会１９７７年版，１１７页）。西田典之指出：“刑法……规定了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 （帮助犯）三种参与

形态”（前引 〔１７〕，西田典之书，第３４７页）。前田雅英与山口厚均用图表说明，共犯包括共同正犯与狭义
共犯，狭义共犯包括教唆犯、帮助犯 （参见前田雅英 『刑法

(

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 ２０１９年 ７版，３２５
页；前引 〔２３〕，山口厚书，第 ３０７页）。井田良指出： “所谓广义共犯，包括作为任意共犯的共同正犯

（第６０条）、教唆犯 （第６１条）、帮助犯 （从犯，第６２条）三种情形”（前引 〔２５〕，井田良书，第４８１页）。
笔者曾经指出，对刑法第２５条第１款可以作出多种解释，“也可能将该款解释为对共同正犯的规定”，但没有
进行任何论证 （参见前引 〔３４〕，张明楷文，第１２页）。钱叶六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论证 （参见钱叶六：《我国

犯罪构成体系的阶层化及共同犯罪的认定》，《法商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第 １５２页），但似乎缺乏说服力，
因为第２５条第１款并没有规定共同正犯的处罚原则。



２６条所表述的正是对共同正犯按正犯 （主犯）处罚的意思，而不是说 “共同正犯 ＝主犯”。
　　另一方面，刑法第２６条规定的处罚原则，明显贯彻了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

　　众所周知，“对共同正犯不适用在属于教唆和帮助的情况中关键性的从属原则，而是适
用对所有的以有意识的和所意愿的共同作用所做出的行为贡献予以直接地相互归责的基本

原则。”〔６７〕亦即，“成立共同正犯时，共同者的全体人员，就共同的行为所实现的整体，作

为正犯者承担罪责。虽然只分担了全体行为的一部分，但也要就所实现的违法事实的全体

成立正犯。这就是部分行为 （或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法理。共同正犯的本质正是因为承

认了这个法理的适用。”〔６８〕换言之，“在实现构成要件之时，针对互相协作的行为需要进行

同等的答责，这便是共同正犯的归属原则：将各个具体的行为贡献综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一个共同的犯罪），且每个共同正犯均须将该整体完全作为自己的行为，而为之承担责任。

每个共同正犯采取这种行为时，就像他自己实施了实现构成要件的所有动作一样。”〔６９〕反

过来说，如果刑法对某类参与人规定的法律后果是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就表明这类共犯

人是共同正犯。

　　刑法第２６条规定了两类主犯的处罚原则。其一，“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这显然贯彻了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亦即，首要

分子虽然只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行为，而没有 （不要求）实施具体的构成要件行为，

或者说只实施了构成要件部分行为，但由于所起的作用重大，所以，要按集团所犯的全部

罪行处罚。换言之，对集团所实现的不法事实的全部负责，而且其所负的不是减轻或者从

轻的责任，而是正犯责任，即直接按照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处罚。这明显肯定了 “部分

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或者说是这一原理的具体运用与贯彻，因而其适用对象是共同正

犯。我国刑法理论虽然将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称为组织犯，但不影响将他们认定为 “支配

型”共谋共同正犯。

　　其二，对于 “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

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其中， “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显然是对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理的表述。亦即，只要参与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即使没有

实施构成要件全部行为 （其中的 “参与”显然并不以全部参与为前提），也要按共同犯罪所

实现的不法事实的全部来承担责任，而且并不因为没有实施构成要件全部行为而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而是直接按照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处罚 （包括 “分担型”或 “对等型”共谋

共同正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同样是 “部分行为全部责

任”原理的具体运用与贯彻：只要参与人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组织、指挥这种主要作用，即

使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也要按共同犯罪所实现的不法事实的全部来承担责任，而且并

不因为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是直接按照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

处罚 （“支配型”共谋共同正犯）。

　　由此可见，刑法第２６条关于主犯及其处罚原则的规定，就是关于对共同正犯以正犯论
处的规定。据此，我们还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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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８页。
前引 〔２５〕，井田良书，第５０４页。
前引 〔６〕，金德霍伊泽尔书，第４２９页。



　　第一，如前所述，所谓正犯与共犯的区别，主要讨论的应是共同正犯与共犯的区别。
我国刑法是按照实质标准即主要作用说对共犯人进行分类，而没有按形式标准对共犯人进

行分类。倘若采取形式标准，那么，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的人，会因为没有实

施构成要件行为而不是共同正犯。这明显不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

　　第二，否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观点明显不当。这是因为，只要承认刑法第 ２６条规定
了共同正犯，并且承认我国刑法按照实质标准对共犯人进行了分类，就不能否认共谋共同

正犯概念的必要性。〔７０〕否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学者，一般都采用形式的客观说，〔７１〕认为

只有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才是正犯或者共同正犯。然而，事实上，如果要求共同正犯

也必须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共同正犯就成为多余的概念；如果认为第 ２６条没有规定共同正
犯，对诸多共同正犯的定罪量刑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刑法第２６条不是关于何谓正犯的规定，而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这是因为：
其一，正犯即直接正犯、间接正犯，均属于单独正犯，不需要刑法总则的规定就能够直接

按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处罚，而处罚共同正犯必须有刑法总则的明文规定。其二，单独

正犯虽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但从第 ２６条规定的处罚原则看，其规定的是起组织、
指挥作用的参与人和实施了部分参与行为的人。其三，就单独正犯而言，其并不是对 “参

与的”全部犯罪负责，而是对自己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全部不法事实负责。

　　 （二）刑法第２９条第１款的规定包括不同参与类型
　　上述观点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刑法第 ２９条第 １款前段的规定。没有争议的
是，根据第２９条第１款的规定，如果教唆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就按主犯处罚；如
果起次要作用，就按从犯处罚。〔７２〕但是，对此仍然存在一些疑问。

　　第一，如何判断教唆者是起主要作用，还是起次要作用？
　　本文的看法是，由于教唆者以被教唆者没有产生犯意为前提，所以，倘若只是引起了
被教唆者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意思，那么，在此范围内各教唆者所起的作用不会有什么区

别。因此，所谓教唆者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指在引起被教唆者实施构成要

件行为的意思之外，是否就如何实施犯罪进行了共谋，被教唆者是否按照共谋内容实施犯

罪，或者教唆者是否实施了其他促进构成要件实现的行为。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就应当认

为教唆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７３〕

　　第二，在教唆者起主要作用时，所谓对教唆者按主犯处罚，是指此时的教唆者仍然是
教唆犯，只是对其适用主犯的处罚原则，还是说此时的教唆者不再是教唆犯而是 （共谋）

共同正犯？

　　本文的看法是，刑法第２９条第 １款不只是对作为狭义共犯的教唆犯 （普通的教唆犯）

的规定，〔７４〕而是包括两类：一类是 （共谋）共同正犯，另一类是普通的教唆犯 （狭义共

犯）。所以，如果教唆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就应当认定为 （共谋）共同正犯，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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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判例事实上一直承认共谋共同正犯。ＢＧＨＳｔ１１，２６８，２７１；ＢＧＨＳｔ３７，２９２；ＢＧＨＮＳｔＺ１９９５，１２２．
参见钱叶六：《共犯论的基础及其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２０页以下；张开骏：《共谋共
同正犯理论的反思》，《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２８７页以下。
如下所述，本部分所称 “教唆者”并不等同于教唆犯。

佐伯仁志 『刑法总论の考え方·
.

しみ方』，有斐阁２０１３年版，４０５页以下。
其实，刑法第２９条第１款并没有定义教唆犯，也没有使用教唆犯这一概念 （只是第２款有 “教唆犯”的概念）。



应当认定为教唆犯。换言之，教唆犯应指狭义共犯中没有起主要作用的教唆者。

　　第三，如果认为刑法第２９条规定的教唆他人犯罪的人包括 （共谋）共同正犯与狭义共

犯中的教唆犯 （事实上按从犯处罚），是否意味着教唆者有时从属于正犯，有时不从属于

正犯？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教唆犯还是共谋共同正犯，都需要正犯着手实行犯罪 （在处罚

预备犯时需要正犯实施预备行为），否则，不可能成立教唆犯与共谋共同正犯。只不过，在

教唆犯的场合，采取的是限制从属性原理；而在共谋共同正犯的场合，要求的是对构成要

件结果的共同引起。其一，当教唆者成立狭义共犯中的教唆犯时，当然应当采取限制从属

性原理。对此不必赘述。其二，根据因果共犯论，在共谋共同正犯的场合，所强调的是共

同引起法益侵害结果 （共同正犯的共同性，而不是从属性）。可是，如果二人以上仅有共

谋，而没有人将共谋内容付诸实现，就不可能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结果。只有当其中有人按

照共谋内容实施犯罪时，才能认为二人以上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共谋者的共谋行为

不仅与结果有心理的因果性，而且有物理的因果性 （因为正犯是按照共谋者的共谋内容实

施犯罪的）。概言之，“基于共同实行的意思或者共谋的实行行为这一共同正犯的要件，是

构成要件要素。如果具备了这个要件，就要将各共同者实现的内容合计起来，作为构成要

件该当事实的整体而归属于各个共同者。”〔７５〕

　　虽然刑法理论认为意大利刑法采取单一制正犯体系，但意大利刑法第 １１５条第 １款规
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果两人或两人以上为实施犯罪的目的而达成协议，并且该犯罪

没有实施，不得仅因协议行为而对任何人予以处罚。”因此，即使采取单一制正犯体系，共

谋共同正犯的成立也以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为前提。这是因为，在共同犯罪

中，必须有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正犯，否则，不可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之所以要以正犯

为中心认定共同犯罪，就是因为正犯的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使不考虑狭义共犯，

也能认定正犯的行为构成犯罪。〔７６〕在此基础上，才能扩张地认定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

助犯。

　　或许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倘若认为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共同正犯，那么，乙陪着甲一
起去丙家，由甲对丙实施教唆行为，但丙拒绝接受教唆的，也可能认为甲是共谋共同正犯，

乙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因为甲起了主要作用，乙没有起主要作用。然而，在此设例中，

由于没有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甲和乙不构成犯罪，所以，甲不成立共同正犯，乙也不成

立教唆犯或帮助犯。

　　综上所述，单纯引起他人犯意的教唆者，只是狭义共犯 （普通的教唆犯），在我国按从

犯处罚；只有在引起犯意的同时，与被教唆者进行共谋且共谋内容被正犯实现的，或者教

唆者实施了其他促进构成要件实现的行为的，教唆者才是共同正犯。〔７７〕这样看来，我国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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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５〕，井田良书，第５１３页。
参见前引 〔３４〕，张明楷文，第１２页以下。
将教唆犯一概当作主犯的做法，明显不当。从司法实践看，由于对教唆犯的处罚重于正犯，正犯常常谎称自

己的行为是由他人教唆所致，以便减轻自己的责任。司法机关往往也轻信正犯的这一说法，当他人否认自己

实施了教唆行为时，司法机关反而认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导致没有实施教唆行为的他人遭受更重的处罚。倘

若对正犯的处罚重于教唆犯，正犯就不会也没有必要谎称自己的行为是由他人教唆所致，因而可以减少错误

认定。



法关于共犯参与形态及其处罚原则的规定，就比德国、日本刑法的相关规定具有优越性。

从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看，德国、日本首先从作用大小 （是否起支配作用）区分出正犯与

共犯，正犯是起重要作用的参与人，共犯是起非重要作用的参与人；其次在共犯中，只是

根据行为方式 （形式标准）区分教唆犯与帮助犯，虽然将教唆犯归入狭义共犯，但对教唆

犯仍然科处正犯的刑罚，这多少显得名不副实。〔７８〕我国刑法第２６条规定了共同正犯的处罚
原则 （按正犯处罚）；第２７条、第 ２８条规定了从犯与胁从犯的处罚原则；第 ２９条则根据
所起的作用大小，将教唆他人犯罪的情形分别归入共同正犯与从犯，从而妥当地解决了教

唆者的责任问题。

　　 （三）构成要件行为的实施者也可能是从犯

　　按下来要说明的问题是，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是否不得认定为从犯。换言之，实
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是否均为正犯或者共同正犯。在日本，对于实施实行行为的人能否成

立从犯，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７９〕本文的观点如下：

　　其一，实施了构成要件全部行为的人，应当认定为正犯或者共同正犯。〔８０〕这是因为，
共同犯罪是不法形态，只要采取因果共犯论，就要肯定实施了构成要件全部行为的人，对

构成要件的实现起了主要作用，当然属于正犯或者共同正犯，而不可能成为从犯。即使被

胁迫实施构成要件全部行为的人，只要其没有丧失自由意志，也应认定为正犯或者共同正

犯。例９：甲唆使乙杀丙，声称若乙不从就揭发乙的违法犯罪事实，乙迫于无奈而杀害了
丙。周啸天指出：“显然乙实施了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对违法结果的出现起到了主要作

用，这里的乙能够成立正犯……在上述场合，甲与乙就成立共同正犯，接下来，我们完全

可以在责任层面上，将乙 （胁从犯）认定为从犯，将甲认定为主犯。”〔８１〕本文不赞成这一

结论。一方面，乙是直接正犯，而不可能是共同正犯，因为乙不可能对甲胁迫自己的行为

承担任何责任，乙只对自己行为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胁从犯只是从犯的亚类

型，即只有当参与人仅起到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时，进一步由于被胁迫而导致责任减少的，

才成立胁从犯。对于实施了构成要件全部行为的参与人，只能认定为正犯或者共同正犯 （当

然，可能以期待可能性降低为由从轻处罚，但这不影响其是正犯或者共同正犯的结论）。

　　其二，实施了构成要件部分行为的人，既可能是从犯，也可能是共同正犯。首先，这
类参与人如果只起了次要作用，而没有起主要作用，根据刑法第２６条、第２７条的规定，当
然属于从犯。〔８２〕换言之，只要不采取形式的客观说，对于这种情形就只能认定为从犯。其

次，虽然只实施了构成要件部分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当然应当认定为

共同正犯，科处正犯的刑罚。这是从第２６条得出的当然结论。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德国、日本被认定为共同正犯的，在我国有可能成立从犯。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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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判例很少认定教唆犯，即大多数教唆犯被认定为共谋共同正犯。参见前引 〔６５〕，
前田雅英书，第３２４页。
参见前引 〔７３〕，佐伯仁志书，第４０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２３〕，山口厚书，第３４２页。
前引 〔３３〕，周啸天文，第１２６页。
日本刑法第６２条第１项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尽管如此，日本学者仍然认为，仅实施了构成要件部
分行为的参与人可能是从犯 （参见前引 〔７３〕，佐伯仁志书，第４１０页）。我国刑法第２７条的规定更加表明，
实施了构成要件部分行为的人可能是从犯 （起次要作用）。



因为，虽然就共同正犯与从犯的区分标准均采取主要作用说，但 “主要”到什么程度才是

共同正犯，须取决于本国的评价标准。由于德国、日本的法官对正犯的量刑本身就较轻，

通常选择较轻的乃至最低法定刑，所以，其对主要作用的认定范围较宽，并不会导致处罚

畸重。反之，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重，而且法官量刑普遍偏重，因此，在德国、日本

被评价为共同正犯的，在我国被认定为从犯进而科处适当刑罚，是完全正常的。

　　总之，我国刑法规定了正犯、共同正犯、从犯 （包括从犯的亚类型胁从犯）、教唆犯四

种参与类型 （共犯人）。其中，正犯由刑法分则规定；共同正犯由刑法第 ２６条规定；从犯
及其亚类型胁从犯由刑法第 ２７条、第 ２８条规定；教唆犯由刑法第 ２９条规定，但第 ２９条
第１款规定的教唆他人犯罪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属于共同正犯。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ｉｃｈ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ｏｆｆ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ｊｏｉｎｔ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
ｊｏｉｎｔ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ａｒｅ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ｆｏｕｒ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ｒｉｍｅ，ｎａｍｅｌｙａ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ｃｅ，ｃｏｅｒｃｅｄ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ｃｅａｎｄａｂｅｔｔｏｒ，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ｆｏｒ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ｙ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ｔｈｅｏｒｙ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ｏ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ｏｆｆ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ｂ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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