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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的特点是在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刑法学研究的所有
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和概括的基础上，对刑法学研究中的争论问题、重要问题逐个进行综述。
这种综述的方法，对于学术成果的积累和展示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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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前所述，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在苏俄刑法学的框架内，最早是直接套用犯罪构成要件来
解决的。
后来采用了德日刑法学中的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理论，虽然主张二重性说，实际上是以从属
性说为主。
共犯从属性说力图解决共犯的定罪根据问题：只有正犯行为是犯罪构成要件行为。
那么，作为非正犯行为的共犯行为为什么具有犯罪性呢？
刑法理论上将共犯称为刑罚扩张事由，那么，刑罚为什么会从正犯扩张到共犯？
共犯从属性说的答案是：因为共犯对于正犯具有从属性。
这种理论，也称为犯罪性的借用说，我国学者指出：　　犯罪扩张的基础是什么？
刑法为何要将对于正犯的处罚规定扩张适用于共犯？
回答这些问题，必将探讨立法者创设共犯规定的理论依据，这无疑就是共犯的基础问题。
因为它并不是单纯在解释共犯现象；而是要揭示共犯这一社会现象上升为法律制度的根据，它所处理
的是共犯的一般观念。
同时，它也是解决共犯论诸问题的前提。
正确定罪和量刑是共犯论的实际价值。
其中正确定罪是共犯论的核心。
而在定罪中，重要的问题就是共犯者与非共犯者的区别即可罚性共犯的界限问题。
可以说共犯论的诸问题，如共犯的成立条件、片面共犯、承继共犯、未遂共犯等都是可罚性共犯的界
限问题。
　　从以上论述来看，共犯处罚根据论是共犯的理论基础。
它正在取代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而成为共犯的中心问题。
根据我国学者的介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刑法学中的共犯论主要是以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
从属性说的对立为中心论点，围绕着教唆未遂是否具有可罚性展开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德国刑法学共犯处罚根据论的传人，日本刑法学者开始考虑为了
统一解决上述共犯问题，有必要回到共犯处罚根据。
此后，随着共犯处罚根据论在日本刑法学中的逐步展开，该理论渐渐取得共犯论上是基础理论部分的
地位，刑法教科书大都试图在共犯处罚论上构建共犯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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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由陈兴良著，本书的特点是在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刑法学
研究的所有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和概括的基础上，对刑法学研究中的争论问题、重要问题逐个进行综述
。
这种综述的方法，对于学术成果的积累和展示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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