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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共同犯罪

【章节提要】

本章属于犯罪论当中理论性最强、难度最大、综合性最突出、考点最集中，且最容易与

分则相结合考查的一章。在客观题和主观题中都属于高频考点，务必重点掌握。

一、单项选择题

1.甲的儿子乙患有严重精神病，甲为了让乙留下子嗣，而将女子丙绑回家中，并协助乙

强奸丙。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与乙共同构成强奸罪，甲是主犯，乙是从犯

B.甲与乙共同构成强奸罪，甲是从犯，乙是主犯

C.甲与乙共同构成强奸罪，甲是教唆犯，乙是实行犯

D.甲构成强奸罪的间接正犯

2.甲、乙、丙三人共谋走私毒品，共同集资 100 万元，由丙购买毒品走私。关于本案的

刑事责任，说法正确的是（ ）

A.甲单独构成走私毒品罪

B.乙单独构成走私毒品罪

C.丙单独构成走私毒品罪

D.甲乙丙成立走私毒品罪的共犯

3.甲为报夺妻之恨想要杀死丙，为请好友乙帮忙便欺骗乙说，自己只是想教训教训丙。

甲、乙共同用木棍打击丙，乙只打击丙的大腿，并告诫甲不要下手太狠。由于甲一直猛击丙

的头部，导致丙死亡。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构成故意杀人罪，乙构成故意伤害罪，二者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能成立共同

犯罪

B.甲构成故意杀人罪，乙构成故意伤害罪，二者在故意伤害罪的限度内构成共同犯罪

C.由于“一人行为，全部负责”，甲、乙都构成故意杀人罪

D.甲、乙都应按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追究刑事责任

4.甲因遭丈夫乙的虐待而被迫离家独居。某日其女儿丙（13 周岁）来看望甲，甲叫丙

把家中的老鼠药放到乙喝的酒中，丙按甲的吩咐行事，致乙死亡。对此案，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A.甲和丙构成共同犯罪

B.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C.甲是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

D.甲单独构成故意杀人罪

5.甲盗窃汽车，乙为甲提供万能钥匙，甲盗窃了一辆价值 30 万元的汽车，销赃得款 20

万元，甲分得 15 万元，乙分得 5 万元。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是主犯，乙是从犯，甲和乙均应按照盗窃 30 万元处罚

B.甲是主犯，乙是从犯，甲和乙均应按照盗窃 20 万元处罚

C.甲是主犯，乙是从犯，甲按照盗窃 15 万元处罚，乙按照盗窃 5 万元处罚

D.对乙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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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甲与乙通奸后共谋杀害乙的丈夫，甲将一包毒药交给乙，乙因愧疚而没有投毒，并到

公安机关自首。关于本案，说法正确的是（ ）

A.甲成立犯罪未遂，乙成立犯罪中止

B.甲成立犯罪预备，乙成立犯罪中止

C.甲、乙均成立犯罪中止

D.甲、乙均不构成犯罪

7.甲给乙提供了某博物馆的防盗设施布局图，乙持该图盗窃博物馆，在盗窃过程中惧怕

受到法律制裁而放弃犯罪。关于本案，说法正确的是（ ）

A.甲不成立犯罪 B.甲属于间接正犯

C.甲成立犯罪中止 D.甲成立犯罪未遂

8.关于共同犯罪，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医生疏忽大意在处方中给患者开出了两种不能同时使用的药，护士在配药时也没有检

查，导致患者输液时死亡。医生和护士构成共同犯罪

B.甲用止疼粉冒充 K粉卖给乙，乙又在夜店销售该“K 粉”。甲和乙构成共同犯罪

C.丙超速行驶将一行人撞成重伤，坐在副驾驶的丁告诉丙，趁着没人赶紧跑，致使被害

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丙和丁构成共同犯罪

D.张三和李四不约而同在同一仓库盗窃，张三和李四构成共同犯罪

9.甲托乙将一个手提箱带到北京，到北京后手提箱中被查出藏有毒品。经查乙确不知情。

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乙构成共同犯罪 B.甲是教唆犯

C.乙是帮助犯 D.甲是间接正犯

10.甲告诉乙自己盗窃汽车的计划，乙答应为甲找销路，事后帮助甲将汽车卖往外地。

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乙构成共同犯罪

B.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C.乙构成窝藏、转移、收购赃物罪

D.乙构成包庇罪

11.甲送给工商局局长 100 万元，让工商局长对自己生产假冒爱马仕皮包的行为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关于本案，说法正确的是（ ）

A.甲和工商局局长属于任意共同犯罪

B.甲和工商局局长属于必要共同犯罪

C.甲和工商局局长属于复杂共同犯罪

D.甲和工商局局长属于特殊共同犯罪

12.关于教唆犯的表述，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A.教唆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的，成立贩卖毒品罪，应当从重处罚

B.教唆犯都是主犯

C.教唆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成立引诱他人吸毒罪的教唆犯

D.传授犯罪方法的，一律不成立教唆犯

13.甲、乙共谋盗窃汽车，由甲提供万能钥匙给乙，后甲担心进监狱就提出退出，乙自

己偷偷配了一把万能钥匙后，将万能钥匙还给了甲，乙使用万能钥匙盗窃 100 多台汽车。关



天任考研

3

于本案，说法正确的是（ ）

A.甲构成犯罪中止

B.甲、乙二人不成立共同犯罪

C.甲应认定为主犯

D.甲构成盗窃罪（既遂）

14.关于教唆犯，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A.甲唆使不满 16 周岁的乙强奸妇女丙，但乙只是抢夺了丙的财物 1 万元后即离开现场，

甲应成立强奸罪、抢夺罪的教唆犯

B.教唆犯同时又有实行行为的，按教唆行为定罪

C.教唆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成立吸食、注射毒品罪的教唆犯

D.有的教唆犯是主犯，但所有的帮助犯都不是主犯

15.关于共同犯罪，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乙应当预见但没有预见山下有人，共同推下山上一块石头砸死丙。甲、乙成立共

同犯罪

B.甲明知乙犯故意杀人罪而为乙提供隐藏处所和财物。甲、乙成立共同犯罪

C.交警甲故意为乙实施保险诈骗提供虚假鉴定意见。甲、乙成立共同犯罪

D.公安人员甲向犯罪分子乙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处罚。甲、乙成立共同犯罪

16.关于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说法正确的是（ ）

A.对于主犯，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B.对于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C.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D.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应当对教唆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7.下列犯罪分子中，应当认定为从犯的是（ ）

A.实行犯

B.帮助犯

C.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D.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

18.关于共同犯罪，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都是主犯

B.从犯都是帮助犯

C.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D.教唆犯既可以是主犯也可以是从犯

19.关于共同犯罪的论述，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A.甲为劫财将陶某打成重伤，陶某拼死反抗。张某路过，帮甲掏出陶某随身财物。二人

构成共犯，均须对陶某的重伤结果负责

B.乙明知黄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仍按黄某要求为其收取毒品原植物的种子。二人构

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共犯

C.丙明知李某低价销售的汽车系盗窃所得，仍向李某购买该汽车。二人之间存在共犯关

系

D.丁系国家机关负责人，召集领导层开会，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全体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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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和职工之间存在共犯关系

20.甲唆使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乙故意伤害他人，甲属于（ ）

A.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B.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C.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D.间接正犯

21.以共同犯罪人之间有无组织形式为标准，共同犯罪可分为（ ）

A.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

B.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C.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

D.一般共同犯罪和特殊共同犯罪

22.甲、乙因挤地铁发生口角，挤上地铁后一路对骂。丙见二人争吵不休，在下地铁时

喊了一句：“是男人就别磨叽，动手啊！”甲见有人起哄，便向乙打去，将乙打成脑震荡。经

鉴定乙为轻伤。丙的行为属于（ ）

A.教唆犯 B.实行犯

C.帮助犯 D.不构成犯罪

23.下列关于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说法错误的是（ ）

A.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按主犯处罚

B.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按从犯或胁从犯处罚

C.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教唆犯独自构成犯罪，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D.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所教唆的犯罪确定罪名，如果教唆他人犯盗窃罪，就认定为盗

窃罪（教唆）

二、多项选择题

1.甲与乙共谋达成分工配合杀害丙的计划，按照计划，甲从前门进入丙家追杀丙，丙欲

从后门逃跑之时，被守候在此的乙一刀捅死。甲、乙的共同犯罪形式是（ ）

A.任意共同犯罪 B.简单共同犯罪

C.复杂共同犯罪 D.特殊共同犯罪

2.甲教唆乙杀丁，丙知情后，给乙提供一把匕首，乙将丁杀害。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本案的共同犯罪是复杂共同犯罪

B.本案的共同犯罪是必要共同犯罪

C.甲、乙一般可以认定为主犯

D.丙一般可以认定为从犯

3.甲、乙共同盗窃一辆汽车，价值 200 万元，销赃 50 万元，甲分得 45 万元，乙分得 5

万元。关于本案，说法错误的是（ ）

A.甲的犯罪数额应认定为 50 万元

B.甲的犯罪数额应认定为 45 万元

C.乙的犯罪数额应认定为 5 万元

D.乙起的作用明显较小时，应认定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关于教唆犯，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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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唆犯都应按从犯处罚

B.教唆犯都应按主犯处罚

C.教唆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D.教唆犯可以独自构成犯罪

5.甲为抢劫财物将王某打昏，甲的朋友乙刚好经过此地，乙得知真相后帮助甲照明，使

甲顺利地将王某钱包拿走。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与乙构成抢劫罪的共同犯罪

B.甲构成抢劫罪，乙构成盗窃罪，属于共同犯罪

C.甲是主犯

D.乙是从犯

6.下列有关主犯、从犯、胁从犯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胁从犯是指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人

B.首要分子不一定是主犯

C.在共同犯罪中不可能只有从犯而没有主犯

D.对于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甲、乙共谋伤害丙，进而共同对丙实施伤害行为，导致丙身受一处重伤，但不能查明

该重伤由谁的行为引起。对此，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由于证据不足，甲、乙均无罪

B.由于证据不足，甲、乙成立故意伤害（轻伤）罪的共犯，但都不对丙的重伤负责

C.由于证据不足，认定甲、乙成立过失致人重伤罪较为合适

D.甲、乙成立故意伤害（重伤）罪的共犯

8.下列关于共同犯罪的说浅正确的是（ ）

A.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即应当对集团成员所

实施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B.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从犯的处罚应当轻于主犯，所以，对于从犯不

得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C.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都是主犯，但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不一定是主犯，因为聚众犯罪

不一定成立共同犯罪

D.一开始被胁迫参加犯罪，但在着手实行后，非常积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

应认定为主犯

9.甲与乙共谋次日共同杀丙，但次日甲因腹泻未能前往犯罪地点，乙独自一人杀死丙。

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与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B.甲与乙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C.甲承担故意杀人预备的刑事责任，乙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

D.甲与乙均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

10.应当认定为主犯的是（ ）

A.起主要作用的教唆犯

B.帮助犯

C.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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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11.下列关于共同犯罪的表述，正确的是（ ）

A.一般认为过失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但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依据社

会需要，有必要承认共同过失犯

B.利用没有责任能力或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去实行犯罪的，利用者和被利用者之

间不是共犯

C.二人以上同时同地侵害同一对象，但彼此缺乏共同犯罪故意的意思联络的，不是共犯

D.在共同实行的场合.实行犯与暗中相助者构成共犯

12.下列犯罪中届于必要共同犯罪的是（ ）

A.重婚罪

B.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C.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D.诈骗罪

13.以下属于共同犯罪的行为类型的是（ ）

A.组织行为 B.教唆行为

C.帮助行为 D.实行行为

14.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共同犯罪的主犯包括（ ）

A.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

B.在犯罪集团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C.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D.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15.下列罪名中，首要分子有可能不是主犯的是（ ）

A.聚众持械劫狱罪

B.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C.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D.聚众斗殴罪

16.下列属于犯罪集团的特征的是（ ）

A.有明显的首要分子

B.有预谋地实行犯罪活动

C.作案次数必须是多次，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D.人数较多（5人以上），重要成员固定或基本固定

三、简答题

1.简述主犯和首要分子的区别。

2.简述犯罪集团的特征。

3.简述教唆犯的刑事责任。

4.简述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

5.简述共同犯罪中成立犯罪中止的条件。

四、案例分析题

甲与王某有矛盾，甲遂出资 1万元雇佣乙去教训教训王某，要求乙打王某一顿，但别打

死。乙同意后，找到侄子丙（15 周岁）帮忙，商量好一起去伤害王某。乙答应事成之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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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2000 元。

第二天晚上，乙、丙偷偷潜入王某家。乙见王某在睡觉，遂持硬木棒朝王某身上击打数

下，见其没反应便停止下来。乙见床头有一部手机（价值 10000 元），临时起意拿走。丙看

到乙拿手机，但没有制止。乙先行离开，丙暗想“不如砸死王某算了”，遂拿起一个板凳，

朝王某头上猛砸几下。

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关于王某死亡的事实，甲、乙、丙三人构成何罪？

（2）乙拿走手机的行为如何定性？甲、丙是否需对此行为负责？

【第六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D

【解析】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成立共同犯罪，必须有两个以上的

犯罪主体，即作为共同犯罪人中的任何一人，都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

力的人。乙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甲与乙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ABC 选项错误。在本案情况

下，甲不过是把精神病人乙当作犯罪的工具实施自己的犯罪，这种情形不构成共同犯罪，甲

在理论上被称为间接正犯或间接实行犯。间接正犯有两种情形：（1）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

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去实施犯罪；（2）利用不知情的人的行为实施犯罪。D 选项正

确。需注意：关于共同犯罪理论，法硕考试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着重大差异，本题即是其

中一例，请考生在作答时务必坚持法硕考试的观点。

2.【参考答案】 D

【解析】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客观方面，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

共同犯罪的行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

个犯罪行为整体。共同犯罪行为包括实行行为、帮助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共谋行为。

有共谋行为而未参与犯罪实行的，也可以构成共犯。D 选项正确。

3.【参考答案】 B

【解析】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主观方面，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

同犯罪的故意，这包含两个条件：（1）各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罪持性质相同的故意心态；（2）

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需要注意的是，法硕考试认为性质相同的故意仅需部分相

同。甲有故意杀人的故意，乙持故意伤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丙，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在故意

伤害上具有共同的部分，因此二人在犯罪性质重合的限度，即故意伤害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

罪。由于故意杀人行为属于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过限行为，因此乙只在主客观相统一范围内

对故意伤害罪承担刑事责任，甲则需要对故意杀人的过限行为负刑事责任。B选项正确。需

注意，构成共同犯罪的共同犯罪人之间罪名未必相同，例如行贿罪和受贿罪。考生需要了解

常见的具有重合部分的一些犯罪：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在非法拘禁的限度内重合；强奸罪和

强制猥亵罪在强制猥亵罪的限度内重合；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在故意伤害罪的限度内重

合。

4.【参考答案】 D

【解析】 共同犯罪要求必须有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只有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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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个人或是单位才能成为犯罪主体。丙仅 13 周岁，对故意杀人罪不负刑

事责任，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所以甲和丙不能构成共同犯罪。A 选项错误。甲的行为仅侵犯

了乙的生命权，并没有危害公共安全，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B选项错误。由于丙不是犯

罪主体，甲也不能是教唆犯，在这里丙相当于甲的犯罪工具，甲成立间接正犯。C 选项错误。

甲在本案中作为间接正犯，单独构成故意杀人罪。D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A

【解析】 在共同犯罪的场合，每个犯罪人的行为都为损害结果的发生提供原因力、作

用力、影响力，共同犯罪人之间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人都应当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

为及其危害结果负责。盗窃财产数额的认定应以所盗窃财产的价值为准，而不是以犯罪分子

的获利计算犯罪数额，因此甲、乙都必须对盗窃 30 万元的金额承担刑事责任。甲起主要作

用，认定为主犯；乙起到了帮助作用，认定为从犯。A 选项正确，BC 选项错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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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1）从犯是法

定从宽处罚情节，因此是“应当”从宽，而不是“可以”从宽；（2）对于从犯从宽处罚不需

要比照主犯。D选项错误。

6.【参考答案】 B

【解析】 甲和乙已经实施了商议犯罪计划、准备犯罪工具的犯罪预备行为，超出了犯

意表示阶段，进入到预备阶段，但并未进一步实施实行行为，因此甲、乙处于犯罪的预备阶

段。D选项错误。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且具备有效性的，单独成立犯罪中止，

中止的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犯罪人，其他共同犯罪人应认定为属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

本案中，乙自动放弃犯罪并避免了犯罪结果发生，成立犯罪中止；由于乙在预备阶段中止，

而整个共同犯罪的进程从属于实行犯，甲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进入实行阶段，因此属于犯

罪预备。B选项正确，AC 选项错误。

7.【参考答案】 D

【解析】 共同犯罪中，要成立犯罪中止，需要具备以下要件：（1）必须具备有效性。

共同犯罪中的部分共犯人退出或者放弃犯罪的，可以成立中止。但除必须具备犯罪中止的一

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有效性”。（2）中止的效力仅及于本人，不及于其他共犯人。部分

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且具备有效性的，单独成立犯罪中止，但是其中止效力不及于其他

共同犯罪人。（3）缺乏有效性不单独成立中止。在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消极退出犯罪或

自动放弃犯罪、阻止共同犯罪结果未奏效的，不能单独成立犯罪中止。本案中，甲属于共同

犯罪中的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中止的效力只及于本人，乙中止的效力不及于甲，对甲而言

属于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成立犯罪未遂。D 选项正确。

8.【参考答案】 C

【解析】 过失犯罪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但有一个例外，即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

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

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C选项正确。

9.【参考答案】 D

【解析】 把他人当工具利用的不构成共同犯罪，这种情形称为间接正犯或间接实行犯，

分两种情况：

（1）利用没有责任能力或没有达到责任年龄的人去实行犯罪的；（2）利用不知情人的

行为。甲利用乙的不知情运输毒品，是间接正犯。D选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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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考答案】 A

【解析】 甲、乙二人事先通谋，并结成分工合作关系，构成盗窃罪的共犯，乙属于盗

窃罪的帮助犯。实施盗窃的行为人本身从事的转移赃物类的犯罪，由于没有侵犯新的法益，

不再单独定罪。窝藏、转移、收购赃物罪已经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所吸收，该罪名已经

不存在。而 BD 两项罪名都属于事前无通谋、事后提供帮助的行为，甲、乙二人存在事前通

谋，不能构成此类犯罪。A 选项正确。

11.【参考答案】 B

【解析】 必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构成法律规定其犯罪主体是二人以上、必

须采取共同犯罪形式的犯罪，包括对向犯（如贿赂犯罪、重婚罪等）和众多犯（如集团性犯

罪和聚众性犯罪）。本题中，甲和工商局局长是对向犯。B选项正确。

12.【参考答案】 A

【解析】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

的，从重处罚。A选项正确。对教唆犯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起主要作用的，

按主犯处罚；仅起到次要作用的，按从犯处罚。实际上，教唆犯一般起主要作用，但不排除

其所起作用确实较小而按从犯处罚的可能。B选项错误。教唆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构成教唆

他人吸毒罪，不成立引诱他人吸毒罪的教唆犯。C选项错误。在实践中存在教唆犯罪与传授

犯罪方法相竞合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D选项错误。

13.【参考答案】 D

【解析】 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必须有效消除自己对共同犯罪的作用或者阻止共同

犯罪既遂，才能成立犯罪中止，缺乏有效性不能认定为中止，应按照“一人既遂，全部既遂”

的原则处理。本案中，对于甲退出的情况应当作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较小的因素考虑，认

定成立从犯。D选项正确。

14.【参考答案】 D

【解析】 乙实施的抢夺行为与甲的教唆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因此甲无须对抢夺罪承担

刑事责任，自然不构成抢夺罪的教唆犯。A 选项错误。教唆犯是教唆他人实施犯罪，行为人

在同一案件中既有教唆行为，又参与了犯罪的实行，一般按照实行行为定罪处罚，对于教唆

行为，作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考虑。B 选项错误。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故意引诱、教

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构成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属于该罪实行犯。

C选项错误。对教唆犯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起主要作用的，按主犯处罚；

仅起到次要作用的，按从犯处罚。帮助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辅助他人实行犯罪的，不是主犯。

D选项正确。

15.【参考答案】 C

【解析】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过失应分别认定为过失犯罪，而

不构成共同犯罪。A 选项错误。事前无通谋的窝藏、包庇行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的行为，不成立共犯。B选项错误。交警甲属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故意为乙实施保险诈

骗提供虚假鉴定意见，属于帮助行为，甲、乙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C 选项正确。有查禁

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

罚的，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二人事前无通谋不以共犯论处。D 选项错误。

16.【参考答案】 C

【解析】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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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A 选项错误。对于从犯，

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B 选项错误。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

处罚或者免除处罚。C 选项正确。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教唆犯独自构成犯罪，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D 选项错误。

17.【参考答案】 B

【解析】 实行犯根据其起的作用大小可以分为主犯和从犯。A 选项错误。对共同犯罪

人，按照分工可以分为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帮助犯均是从犯。B 选项正确。犯罪集团

的首要分子都是主犯。C 选项错误。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有两种情况：（1）如果聚众犯罪中

聚众者只有一个人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同犯罪，无所谓主犯，更没有从犯。（2）如果聚

众者为二人以上，则构成共同犯罪，此时要根据行为人作用大小认定主犯，当聚众者都起主

要作用时，皆为主犯；当聚众者的作用有主次之分时，则起主要作用者为主犯。D 选项错误。

18.【参考答案】 B

【解析】 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既包括在共同犯

罪中起次要作用的实行犯，也包括在共同犯罪中辅助他人实行犯罪的帮助犯，故 B 选项错误。

19.【参考答案】 B

【解析】 甲为劫财将陶某打成重伤，陶某拼死反抗，张某路过，帮甲掏出陶某随身财

物，张某与甲构成抢劫罪共犯，但张某无须对陶某的重伤结果负责。A选项错误。乙明知黄

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仍按黄某要求为其收取毒品原植物的种子，二人存在通谋，构成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共犯。B选项正确。丙明知李某低价销售的汽车系盗窃所得，仍向李

某购买该汽车，李某成立盗窃罪，丙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此，盗

窃罪是上游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下游犯罪，显然李某与丙不存在

共犯关系（除非盗窃事前或者事中通谋）。C 选项错误。丁系国家机关负责人，召集领导层

开会，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全体职工，丁和领导层之间存在共犯关系，但和职

工之间不存在共犯关系。D 选项错误。

20.【参考答案】 D

【解析】 把他人当工具利用的不构成共同犯罪，这种情形称为间接正犯，包括两种情

况：一是利用没有责任能力或没有达到责任年龄的人去实行犯罪的；二是利用不知情人的行

为。甲教唆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乙故意伤害他人，构成间接正犯。D 选项正确。

21.【参考答案】 D

【解析】 以共同犯罪人之间有无组织形式为标准，共同犯罪可分为一般共同犯罪和特

殊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人之间无特殊组织形式的犯罪。特殊共同犯罪，

亦称有组织犯罪或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多次实行某种或几种犯罪而建立起来的犯罪组

织。因此本题选 D。

22.【参考答案】 D

【解析】 丙只是起哄，没有教唆的故意，也没有针对特定的人实行教唆，因此丙不构

成犯罪，D选项正确。

23.【参考答案】 B

【解析】 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按从犯处理，教唆犯不可能是胁从犯，B

选项错误，其他选项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天任考研

11

1.【参考答案】 AB

【解析】 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是根据共同犯罪是否能够以任意形成为标准进

行的划分。任意共同犯罪，是指刑法规定的一个人可以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实

施而形成的共同犯罪形态。必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刑法规定的必须采取共同

犯罪形式的共同犯罪形态，例如贿赂犯罪、重婚罪、聚众性犯罪、集团性犯罪。故意杀人罪

是既可以由一人单独实施的犯罪，也可以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因此属于任意共同犯

罪。A 选项正确。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是根据共同犯罪人之间有无分工为标准进行

的划分。简单共同犯罪，是指每一共同犯罪人都是实行犯的共同犯罪形态。复杂共同犯罪，

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有所分工，存在着教唆犯、帮助犯和实行犯区别的共同犯罪

形态。本案中甲、乙虽然存在分工，但二者均是实行犯，因此属于简单共同犯罪。B 选项正

确，C 选项错误。一般共同犯罪和特殊共同犯罪是根据共同犯罪人之间有无组织形式为标准

进行的划分。一般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人之间没有特殊组织形式仅是临时纠合在一起实

施犯罪的共同犯罪形态。特殊共同犯罪，是指以犯罪集团形式实施犯罪的共同犯罪形态。甲

与乙不符合犯罪集团的特征，因此属于一般共同犯罪。D选项错误。

2.【参考答案】 ACD

【解析】 复杂共同犯罪，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有所分工，存在着教唆犯、

帮助犯和实行犯区别的共同犯罪形态。本案中，甲是教唆犯，乙是实行犯，丙是帮助犯，有

明确分工，因此是复杂共同犯罪。A选项正确。必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刑法

规定的必须采取共同犯罪形式的共同犯罪形态。故意杀人罪是既可以由一人单独实施的犯罪，

也可以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因此不属于必要共同犯罪。B 选项错误。在认定行为人

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时，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主要标准，以分工为次要标准。

本案中，以甲作为教唆犯，乙作为实行犯在杀害丁的共同犯罪中均起到了主要作用，可以认

定为主犯。C 选项正确。丙作为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起的是辅助作用，为从犯。D 选项正

确。

3.【参考答案】 ABC

【解析】 各共同犯罪人应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即本案中

对甲和乙都应按盗窃数额 200 万元适用刑罚，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

所起的作用，区分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分别按照刑法规定的相应处罚原则，予以

处罚。ABC 选项正确。

4.【参考答案】 CD

【解析】 对教唆犯，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起主要作用的，按主犯处

罚；仅起次要作用的，按从犯处罚。AB 选项错误。教唆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

处罚。C 选项正确。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则教唆犯独自构成犯罪，但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D 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ACD

【解析】 甲为抢劫财物将王某打昏后，乙明知甲在从事抢劫行为，仍然加入提供帮助，

构成承继的帮助犯，因此甲、乙二人构成抢劫罪的共犯。A选项正确。根据共同犯罪“一人

行为，全部负责”原则，乙明知甲的抢劫行为而加入，乙也要承担抢劫罪的刑事责任。B 选

项错误。甲在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是主犯；乙起的是帮助作用，是从犯。CD 选项正确。

6.【参考答案】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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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不包括被诱骗参加犯罪的人。A 选项错误。

首要分子分为两类，即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和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在聚众犯罪并不构

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不存在主犯、从犯之分，因此首要分子自然无所谓主犯。B 选项正确。

共同犯罪中可能没有从犯，但不可能没有主犯。C 选项正确。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

罚或者免除处罚，没有应当比照主犯的修饰。D选项错误。

7.【参考答案】 ABC

【解析】 在共同犯罪中，按照“一人行为，全部负责”的原则，甲、乙不仅构成故意

伤害罪的共同犯罪，而且均应对重伤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其中一人犯罪既遂的，共同犯罪整

体既遂，全体共犯人承担既遂的罪责，对其他共犯人不需要考虑未完成罪的问题，只需要考

虑作用的大小成区分主犯、从犯。D 选项正确，其他选项均错误。

8.【参考答案】 CD

【解析】 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不等于集团成员所犯的全部罪行，首要分子对于集团成

员超出集团犯罪计划之外所实施的罪行，不承担刑事责任。A 选项错误。对于从犯也应当按

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只是在量刑上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B选项错误。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都是主犯，但是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未必都是主犯。聚众犯罪在某些

情形下只处罚首要分子，在此种情况下如果首要分子只有一人，就不是共同犯罪，自然不存

在主犯、从犯之分。C选项正确。如果行为人最初是因为被胁迫而参加共同犯罪，但后来发

生变化，积极主动实施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则不宜认定为胁从犯，而应被

认定为主犯。D选项正确。

9.【参考答案】 AD

【解析】 甲、乙二人共谋杀害丙，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

故意，二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A选项正确，B 选项错误。在共同实行犯罪的场合，其

中一人犯罪既遂的，共同犯罪整体既遂，全体共犯人承担既遂的罪责。对其他共同犯罪人不

需要考虑未完成罪的问题，只是考虑作用大小区分主犯、从犯。C选项错误，D 选项正确。

10.【参考答案】 ACD

【解析】 对教唆犯，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起主要作用的，按主犯处

罚；仅起到次要作用的，按从犯处罚。起主要作用的教唆犯应当认定为主犯。A选项正确。

在共同犯罪中，相对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相对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帮助犯是

指在共同犯罪中辅助他人实行犯罪，应当认定为从犯。B 选项错误。主犯应包括两种犯罪分

子：（1）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2）在犯罪集团或者一般共同犯罪

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CD 选项正确。

11.【参考答案】 ABC

【解析】 在共同实行的场合，不存在片面共犯。所谓片面共犯，指对他人犯罪暗中相

助的情况。因为受到暗中相助的实行犯不知情，所以不能与暗中相助者构成共犯。因此 D

选项错误。ABC 选项正确，本题选 ABC。

12.【参考答案】 ABC

【解析】 必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构成法律规定其犯罪主体是二人以上、必

须采取共同犯罪形式的犯罪，包括对向犯（如贿赂犯罪、重婚罪等）和众多犯（如集团性犯

罪和聚众性犯罪）。聚众性犯罪是常见的必要的共犯，如聚众哄抢罪，聚众持械劫狱罪，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武装叛乱、暴乱罪等。集团性犯罪包括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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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此本题选 ABC。D 选项是任意共同犯罪。

13.【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共同犯罪行为包括：（1）实行行为；（2）帮助行为；（3）组织行为；（4）教

唆行为；（5）共谋行为。故本题四个选项均当选。

14.【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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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选项正确。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都是主犯，D

选项正确。

15.【参考答案】 BC

【解析】 聚众持械斗殴罪中全体参与者均可构成犯罪，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属于主

犯。聚众斗殴罪中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可构成犯罪，首要分子属于主犯。聚众扰乱公共场

所秩序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只有聚众者才构成犯罪，如果聚众者为一人，则不能构成共

同犯罪，无所谓主犯，BC 选项正确。

16.【参考答案】 AB

【解析】 犯罪集团具有以下特征：（1）人数较多（3人以上），重要成员固定或基本固

定；（2）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犯罪活动；（3）有明显的首要分子；（4）有

预谋地实行犯罪活动；（5）不论作案次数多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或其具有的危险性都很严

重。AB 选项正确。

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1）主犯未必是首要分子。主犯包括两类：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

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在犯罪集团或者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第一类主犯

都是首要分子，第二类主犯不一定是首要分子。

（2）首要分子未必是主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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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都是主犯，但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未必是主犯。

聚众犯罪有三种形态：一是全体参与者均可构成犯罪，如聚众持械劫狱罪；二是只有聚众者

和积极参与者可构成犯罪，一般参与者不构成犯罪，如聚众斗殴罪；三是只有聚众者才构成

犯罪，如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中的首要分子是主

犯，但第三种情形中的聚众者不一定是主犯。如果第三种聚众犯罪中的聚众者只有一人，这

类聚众犯罪不属于共同犯罪，则无所谓主犯；如果聚众者为二人以上，则构成共同犯罪，此

时要根据行为人的作用大小认定主犯。

2.【参考答案】 犯罪集团是指 3人以上为多次实行某种或几种犯罪而建立起来的犯罪

组织。犯罪集团具有以下特征：（1）人数较多（3 人以上），重要成员固定或基本固定。

（2）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犯罪活动。

（3）有明显的首要分子。

（4）有预谋地实行犯罪活动。

（5）不论作案次数多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或其具有的危险性都很严重。

3.【参考答案】 （1）对教唆犯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起主要作用的，

按主犯处罚；仅起到次要作用的，按从犯处罚。

（2）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教唆犯独自构成犯罪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教唆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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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答案】 （1）主体要件：有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作为共同犯罪人中的任何一

人，都必须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一般主体资格。

（2）客观要件：在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

指向同一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犯罪行为整体。共同犯罪行为包括实行行为、

帮助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共谋行为。

（3）主观要件：在主观方面，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包含两层意思：①各共同犯罪人

对共同犯罪持性质相同的故意心态；②各共同犯罪人相互之间有意思联络，对互相协作犯罪

亦持故意心态。

5.【参考答案】 在共同犯罪中，要成立犯罪中止，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必须具备有效性。即有效地阻止共同犯罪结果发生或者有效地消除自己先前参与

行为对共同犯罪的作用。

（2）中止的效力仅及于本人，不及于其他共犯人。

（3）缺乏有效性不能单独成立中止。在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消极退出犯罪或者自

动放弃犯罪、阻止共同犯罪结果未奏效的，不能单独成立犯罪中止。

四、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1）关于王某死亡的事实，甲、乙构成故意伤害罪，丙构成故意杀人罪。

乙、丙是实行犯，但乙只有伤害故意，没有杀人故意，丙有杀人故意，乙、丙在故意伤害的

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甲是教唆犯，但只有伤害故意，与乙、丙在故意伤害的范围内成立共

同犯罪。

（2）乙拿走手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乙的该行为属于实行过限，丙没有制止的义务，

不需要对此行为负责，不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甲也不需要对乙盗窃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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