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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刑法》第25条规定了共同犯罪的定义：“共同犯罪是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由此可见，共同犯罪的定罪必须

具备以下主、客观条件：一、共同犯罪定罪的客观条件共同

犯罪行为共同犯罪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共同犯罪行为

，是指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参加共同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如何

，参与程度如何，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总是有机联系的，

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共同

犯罪行为，除实行犯的行为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以外，其他

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例如，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

，都是由刑法总则规定的。实行行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

为，是指直接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 1. 组织行为，是指

组织犯所实施的指挥、策划、领导犯罪的行为。 2. 教唆行为

，是指能够引起他人实行犯罪的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不是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因此，只有把教唆行为

和实行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解决教唆犯的定罪问题。

3. 教唆行为的形式是各式各样的，例如劝说、请求、挑拨、

刺激、利诱、威胁等。教唆既可以用口头表达，也可以用书

面表达，还可以用打手势、使眼神等人体动作表达。 4. 帮助

行为，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在共

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二、共同犯罪定罪的主

观条件共同犯罪故意共同犯罪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

谓共同犯罪故意，具有两个因素：一是认识因素。一般来说



，认识因素是指共同犯罪人不仅认识到自己在故意地实施犯

罪，而且还认识到有其他犯罪人和自己一起共同配合实施犯

罪。二是意志因素，指共同犯罪人明知共同犯罪行为会造成

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

。犯罪的共同故意，使共同犯罪人之间的行为彼此联系，相

互配合，成为一致的共同犯罪活动。共同犯罪的处罚一、主

犯的处罚《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

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刑法第97条规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

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我

国刑法中的主犯有以下三种情况： 1. 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

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也就是组织犯，是首要分子的

一种。组织犯的犯罪活动包括建立犯罪集团，领导犯罪集团

，制定犯罪活动计划，组织实施犯罪计划，策划于幕后，指

挥于现场等。这些活动说明组织犯的社会危害性最大，应当

从重打击。 2. 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

分子，这是首要分子的一种。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是聚

众犯罪的聚首，是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其犯罪

活动的性质表明他们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因此属于主

犯的范围。 3. 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指

主要的实行犯。这些犯罪分子直接实施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

行为，而且其行为是犯罪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也是主

犯。 《刑法》第26条第3款和第4款对主犯的刑事责任问题作

了专门规定。根据这一规定，主犯的刑事责任可分两种情形

：一是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

全部罪行处罚；二是对其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



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二、从犯的处罚《刑法》

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是从犯。”从犯，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看，从属于

主犯；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看，起次要的或者辅

助作用。 我国刑法中的从犯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在共

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即次要的实行犯。所谓次要的

实行犯是相对于主要的实行犯而言的，是指虽然直接参加了

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但衡量其所起的作用仍属于

次要的犯罪分子。 2. 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即帮

助犯。所谓辅助作用就是指没有直接参加犯罪实行，而是以

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实行犯，促成其犯罪结果。由于帮助犯

在共同犯罪中只是居中于辅助性的地位，因此不可能起主要

作用，只能是从犯。 《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

，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胁从犯的处罚

根据刑法的规定，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的人。这里的被胁

迫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在精神上受一定程度的威逼或者强制

。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没有完全丧失意志自由，因此仍应

对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刑法》第28条明确规定：对

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四、

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

的，是教唆犯。在刑法理论上，所谓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实

行犯罪意图的人。具体地说，教唆犯是以劝说、利诱、怂勇

、收买、威胁以及其他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

没有犯意的人，使他人决意实施自己所劝说、授意的犯罪，

以达到犯罪的目的的人。从教唆犯的概念可以看出，教唆犯

的特点是本人不亲自实行犯罪，而是唆使他人实行犯罪。 根



据我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

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单位犯罪《刑法

》第30条对单位犯罪作了以下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

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

犯罪的，是单位犯罪。 一、单位犯罪的特征单位犯罪是区别

于个人犯罪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根据《刑法》第30条之规

定，单位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1. 主体特征单位犯罪的主体是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2. 主观方面特性从刑

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基本上是

故意，但也存在个别过失犯罪。3. 客观方面特性单位犯罪在

客观上必须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

犯罪。单位犯罪，其犯罪行为本身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应

根据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予以认定。单位犯罪的特点在于：

这种犯罪行为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负责人员决定实施

的，这是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在客观上的重要区别。二、单

位犯罪的处罚关于单位犯罪的处罚，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单罚

制与双罚制之分 。 单罚制，又称为代罚制或者转嫁制，指在

单位犯罪中只处罚单位中的个人或者只处罚单位本身。总之

，在单位与个人之间只处罚其中之一。 双罚制，又称为两罚

制，指在单位犯罪中，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中的个人。 根

据以上情况，修订后的《刑法》第31条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作

出以下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

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

单位犯罪实行以两罚制为主，以单罚制为辅的处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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