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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化的国家是法治国家。
现代文明进步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及其贯彻，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
。
而现代刑事法治则在现代化法治国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刑事法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无论是刑事法学理论还是刑事法治实践，都仍需要
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以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于2005年8月建立，系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
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的、独立的实体性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
研究院以一批中青年专家学者为中坚，并聘请了包括老一辈著名刑法学家、中央政法机关专家型领导
以及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在内的国内外知名刑事法专家、学者担任特聘顾问教授、专家委员会委员、
兼职教授（研究员）。
研究院的设立，旨在建设全国领先并与国际知名刑事法学机构看齐的新型刑事法学术机构，本着刑事
法学一体化的精神，逐步全面发展中外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区际刑法学、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
事执行法学、中外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刑事司法制度等刑事法的诸多学术领域，培养高级刑
事法学专门人才，为中国法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进行新的探索，力争为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事业在刑事法学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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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总论比较研究》系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刑法基础理论比较研究
”的最终成果之一，其包含三篇二十章，对犯罪塈犯罪构成问题、犯罪形态问题和正当化事由问题等
犯嚣基本理论领域的一系列专题进行了研究。
这些专题设置涵盖了犯罪基本理论领域的主要内容，并注意反映近年来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和开拓需要
，专题研究深入细致，注惑中外比较。
理论与立法及司法实践结合，从而比较显著地繁荣和深化了我国犯罪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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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特殊单位参与的共同犯罪的处理　　我国的单位犯罪，有部分是特殊主体的犯罪，例如虚
假广告罪，只能由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三类特定的单位构成，单位受贿罪、私分国有资
产罪，只能由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或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构成，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只
能由国有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构成。
对于这些特殊主体的单位犯罪，能否与其他主体共同实施构成共同犯罪？
如何对这些情况进行处理？
目前刑法学界对这个问题少有探讨，由于单位共同犯罪本身在刑法学界尚有很多争论，如单位参与的
犯罪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单位与自然人之间能否认定共同犯罪，单位内部人员与单位能否成立共同犯
罪，等等。
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在这里，笔者对特殊单位参与的犯罪构成共同犯罪持肯定的态度，在处理方式上，可以参照自然人主
体在“共同犯罪与身份”中的理论原则。
　　（三）身份与共同犯罪量刑　　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从重、
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效力是否及于没有这种特定身份的人是这里研究的问题。
对此刑法理论中主要有3种学说：从轻说、肯定说和否定说，实际上，这些观点仍然根源于共同犯罪
中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和共同意思主体说的基本理论。
　　从轻说。
该说主张对共同犯罪人不能适用不同罪的法定刑，而应适用同一罪的法定刑；实行犯因身份而致刑有
重、轻之别时，教唆犯或帮助犯虽无身份，也从属于实行犯而被科以较实行犯为轻的刑罚。
这一学说的理论根据在于犯罪共同说，根据犯罪共同说，共同犯罪就是两人以上共犯一罪，共同犯罪
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从属关系，即实行犯处于核心地位，其他共同犯罪人处于从属地位。
因此，实行犯因身份而致刑有重、轻之别时，教唆犯或帮助犯虽无身份，也从属于实行犯而被科以较
实行犯为轻的刑。
如德国刑法。
　　否定说。
该说主张对共同犯罪人可以适用不同犯罪的法定刑，对实行犯因身份而致刑有轻、重之别时对无身份
的教唆犯、帮助犯，仍科以通常之刑。
这一学说的理论根据在于行为共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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