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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的行为，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正

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的行为。 （二）自首制度是依据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

事政策设立的一项刑罚裁量制度，表明我国刑法在报应的基

础上追求刑罚的功利效果，即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通过自

首从宽原则的实施，预防犯罪。自首制度有利于瓦解犯罪势

力，感召和激励犯罪分子主动投案、悔过自新，减少犯罪；

也有利于司法机关迅速侦破刑事案件，及时惩治犯罪；还有

利于兼顾惩罚犯罪和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功能，促使罪犯的

自我改造更早开始。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自首分为一般自首

和特别自首两种。 （三）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

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如

下。 自动投案。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

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

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和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

一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对自动投案的正确理解是：首先，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

人尚未归案之前。其次，必须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意志而自

动归案。也即犯罪分子的归案，并不是违背犯罪分子本人的

意愿所致。当然，如果并非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主动，而是

在亲友规劝并陪同下归案或亲友主动报案后强送归案的，也



可以认为是自动归案。再次，犯罪分子必须向有关机关或个

人承认自己实施了某一具体而特定的犯罪。最后，犯罪分子

还必须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

代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 另外，下

列行为不能理解为自动投案。自动投案后又逃匿、隐藏的；

自动投案并供述罪行后又翻供的；或委托他人代为自首而本

人拒不到案的。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此正确理解是：首

先，投案人所供述的必须是犯罪的事实，而不能是违法行为

或是不道德行为；其次，投案人必须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即

按照实际情况彻底供述所实施的罪行。 （四）特别自首是指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特别自首的

成立条件如下： 主体条件。是指成立特别自首的主体必须是

三种人：即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正在

服刑的罪犯。客观条件。必须如实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

其他罪行。 （五）关于自首的认定，应注意两点。 一个是对

于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共同犯罪人必须供述自己的罪行和

自己确实了解的与自己的罪行密切相关的其他共同犯罪人的

罪行。另一个是对于数罪的认定。犯罪分子如实供述自己全

部罪行的，成立全案自首；如实供述所犯异种数罪中的部分

罪行的，则就供述的部分成立自首；若为同种数罪，则应根

据供述的程度具体确定自首成立的范围。 （六）对于过失犯

罪，其行为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只要符合自首的成立的条件，

应认定为自首。 （七）对于自首犯的处罚，我国刑法67条明

确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罪行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 （八）必须正确区分自首和坦白的界限。二者具有某些共



同之处，如都以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犯罪人在归案后都

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犯罪人都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审

查和裁判；都是从宽情节等。同时，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

如：自首是在自动归案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犯罪事实，而

坦白则是在犯罪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自首

反映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比坦白轻；自首是法定的从宽

情节，而坦白则是酌定的从宽情节，前者的从宽处罚幅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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