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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0319.htm 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相对

于单个人的犯罪而言的。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复杂形式

，或者说特殊形式。 共同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根据我国刑法的

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个科学概

念表明，共同犯罪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从犯罪主体上

看，必须是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如果犯罪主体是单个人的，不存在共同犯罪问题。并且犯罪

主体的每个成员还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否则

，不能构成共同犯罪。比如说，有几个都是不满十四周岁的

人或者精神病人共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即使已经造成

了危害后果，也不能构成共同犯罪。如果这几个人中有一个

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他个人单独构成犯罪，其余未满十

四周岁的人或者精神病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因此也不能构

成共同犯罪。 （二）从犯罪主观要件来看，各个共同犯罪人

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这里所说的共同犯罪故意，有两

层意思：其一，各个共同犯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孤

立地实施某一犯罪行为，而是在同其他人共同实施这一犯罪

行为；其二，各个共同犯罪人对于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所可

能引起的危害结果，都抱着故意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

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其主观心理状态上造成一个共同的犯罪意

志，从而使他们各自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相互联系，以致

可能产生或者实际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例如，大夫某甲（

男）同护士某乙通奸，为达到结婚目的，二人共同谋害乙的



丈夫某丙。甲将安眠药片若干碾成粉末秘密地交给乙，乙在

进餐时乘丙不备把粉末偷放进丙的粥碗里，丙吃后死亡。甲

、乙的犯罪行为虽然并非同时同地一起进行，但是他们有预

谋毒害某丙的共同故意，这就把他们的犯罪行为，联结在一

起了。所以说，共同故意，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前

提。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遇有某一危害社会的结果

是由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行为造成时，首先要分析研究各个行

为人之间是不是存在共同故意，有共同故意就可能构成共同

犯罪；如果没有共同故意，那就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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