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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61005.htm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 

依照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

同故意犯罪，此定义突出了共同故意对于构成共同犯罪的作

用，是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共同

犯罪的构成特征来源：www.examda.com 构成共同犯罪，必须

具备如下要件： （一）主体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

以上，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下列三种情形： 1．两个以上的

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这种自然人共同犯罪，要求各犯罪

人都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两个

以上的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即刑法理论中所谓的单位共同

犯罪。 3．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与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这

在刑法理论中通常谓之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 （二）客观

要件 来源：www.examda.com 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各犯

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

犯罪人为追求同一危害社会结果，完成同一犯罪而实施的相

互关系、彼此配合的犯罪行为。在发生危害结果时，其行为

均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共同行为就其表现形式而

言，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1．共同作为、共同不作为、作为

与不作为的结合。共同作为，即各共同犯罪人均实施了法律

所禁止的行为而构成共同犯罪，比如甲、乙二人共同将丙杀

死，共同不作为，即各共同犯罪人均未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

而构成的共同犯罪，比如儿子、儿媳共同遗弃年迈无独立生

活能力的父母。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即共同犯罪人中有人



系作为行为，有人系不作为行为，例如：铁道养护工甲与乙

事先合谋破坏铁路设施，在乙实施破坏作为时，甲佯装熟睡

，不履行其职责。 2．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在这种场合中，

共同犯罪人没有分工，均直接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3．存

在分工的共同犯罪行为。具体表现为有组织行为、教唆行为

、实行行为和帮助行为。在这种场合中，各人的行为形成有

机的整体。 （三）主观要件 来源：www.examda.com 共同犯

罪的主观要件，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

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

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其特征

是： 1．共同的认识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认识

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互相配合共同

实施犯罪，二是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某种危害结果

，而且也认识到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也会引起某种危害结

果；三是各共同犯罪人都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

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2．共同的意志因素。其中，共同希望

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共同直接故意；共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

生，是共同间接故意，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表现为有的基于

希望，有的则是放任。 来源：www.examda.com 基于上述理解

，下列几种情况均不能成立共同犯罪：（1）同时犯不是共同

犯罪。所谓同时犯，是指没有共同实行犯罪的意思联络，而

在同一时 间针对同一目标实行同一犯罪。（2）同时实施犯

罪而故意内容不同，不构成共同犯罪。（3）超出共同故意以

外的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此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做

“实行犯过限”的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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