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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刑法有关立功概念的观点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漏洞!急需进行完善% 立功的概念是建立在

对立功与立功制度的关系&立功本质等问题的正确认识上% 学界对'立功的本质(的提法多样!有'立功的本质属

性(&'立功制度的本质(&'立功的本质特征(等表述方式!只有'立功的本质(的提法才是可取的!立功的本质是有益

于国家和社会!能增进社会福利的行为%鉴此!作为量刑情节的立功是指犯罪分子犯罪后判决或裁定生效前作出的

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并达到突出程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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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刑法总则第 C节将立功与自首并列为 %节#

增加规定了立功的成立条件$种类及处罚原则#第 DE

条明确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查证属

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

功表现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有重大立功表现

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作为我国&基本刑事政

策***宽严相济政策)

F%G的重要体现#立功制度已受到

司法实务部门的充分肯定并得到长期运用# 但是它并

未得到理论界的深思与关注# 表现之一就是对立功的

概念+ 本质等基本问题缺乏认真思考, 概念是人类思

维$认识的基础#是研究任何法律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导

引, 概念界定不清#就会偏离主题的研究方向#也会使

研究失去共同的语境,探索立功问题#必须首先界定立

功的概念, 虽然界定概念是颇费精力且又较乏味的工

作#但是概念是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需要认

真讨论立功的概念,

一$立功概念的观点分歧及评析

在对立功的概念进行研讨之前# 有必要先来了解

一下学界的主要观点,

"一%观点概览

学界对立功的概念的界定多种多样# 经过整理和

归纳#笔者选取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析%

!%"周振想教授曾在 %HED年提出%&所谓立功#是

指犯罪分子揭发$ 检举其他犯罪分子的重大罪行或数

个一般罪行得到证实的#或者其他一些情形,)

F&G

!&"高铭暄教授在 %HHI年的阐述是%&立功是指犯

罪人揭发$检举其他犯罪人的重大罪行得到证实的#或

者提供线索#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形,)

FCG

!C"学者刘志文于 %HHI年撰文指出%&立功表现行

为是指罪犯在犯罪前或犯罪后实施或拟实施的# 依法

应给予表彰奖励的行为,)

FIG

!I"方仲炳先生在 %HHJ年提出#&所谓立功是指犯

罪分子在犯罪以后#真诚悔悟#主动实施的对国家和社

会有益而为刑法所确认的行为, )

FJG

!J"苏惠渔先生在 %HH"年提出%&立功是指犯罪分

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查证属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

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行为,)

FDG

!D"张明楷教授对立功的理解是&犯罪人犯罪后揭

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

EE



得以侦破其它案件! 以及其他对国家和社会有突出贡

献的行为" #

!"#

$"%学者韩美秀&袁安则认为'立功是犯罪分子在

犯罪后实施了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法律行为"(

!$#

!二"简要评析

我们认为!以上观点都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余地)

微观地说!第一&二种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差

异不大!第一种表述认为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第二

种观点将其改为犯罪人! 犯罪分子与犯罪人委实没有

差别" 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将一般立功与重

大立功混杂在一起"概念中不必涉及事物的种类!事物

依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概念的表述中若包括种

类!将导致概念的不周严和臃肿"这两种表述的共同缺

陷是立功标准高!且*其他一些情形(过于模糊!似是而

非) 第三+四种观点转换了思维模式!试图抽象出各种

立功表现的一般特点!这种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三

种观点的不当之处有三, 一是将立功的开始时间提前

至犯罪前! 对此笔者将在立功的时间要件中进行详细

批驳-二是认为*拟实施的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重大贡

献(可认定为立功!如此而来的直接后果将是立功不再

是行为而是想法! 必将使立功认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

潭-三是对立功成立的要求过高)第四种观点认为立功

是在真诚悔悟的心态下实施的! 但是立功与悔悟不是

一对一的关系)同第一&二种观点相比!第三&四种观点

倾向于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界定! 而前者则侧

重于从节约司法成本&协助破案的角度入手)根据第五

种观点!立功表现只有两种,揭发他人犯罪及提供重要

线索两种情形!外延过窄!与法条&实际操作均不符)张

明楷教授对立功外延的界定合适! 指明了立功表现发

生在*犯罪后(及立功的本质!但是作为量刑情节立功

的概念! 仅指明开始时间是不够! 还需要加上终止时

间)第七种观点的缺陷有二!一是没有表明犯罪分子作

出贡献的程度! 显然并非犯罪分子实施的一切有益的

行为都是立功!如揭发他人违法乱纪行为就不是立功-

二是没有明确立功的终止时间)

宏观地说!第一&二&五&六种表述的不当之处还在

于以立功表现的成立条件代替概念! 或者说以对立功

表现种类的罗列代替对概念的界定)概念与成立条件&

种类是不同的范畴! 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

思维形式) 从成立条件&种类的角度表述立功的概念!

只说明了立功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 而没有从一般意

义上进行归纳! 学界大多数关于立功概念的界定基本

上把自己认为的立功表现的成立条件拼装成立功的概

念! 应当说! 这种概念形成路径违背了概念本身的内

涵! 概念应是通过大量事例的一般特点的抽象得以形

成的)从规范分析角度来看!上述前三种观点对立功的

界定均是描述性概念!但决非规范性或分析性概念)第

三&四&七种观点试图改变这一思维方式!从立功本质

的角度进行界定!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是可取的)但论

者对自己设定的立功概念因缺乏仔细推敲而使得这些

观点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漏洞! 也需要进行完

善)

二#立功概念的界定

笔者认为! 界定立功的概念需要讨论立功与立功

制度的关系!立功的本质等如下三个问题)

!一"立功与立功制度的关系

立功与立功制度是研究立功时出现频率很高的两

个词!不少学者将立功与立功制度混同!有必要思考立

功与立功制度的关系)立功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一种

法律行为!然后才是一项刑罚制度)当从刑罚制度层面

讨论立功时!通常要加上制度二字!即立功制度) 单纯

谈立功时! 通常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的一种有利于国家

和社会的行为)*每一法律制度都含有大量特殊的原则

和规则!目的是说明个别事件如何和何时产生和终止&

它的特征&作用&性质以及它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法律

后果等)(

!%#而立功制度的外延则更加丰富!是由立功的

概念&本质&种类&价值&认定及后果等一系列规则组成

的有机体或系统) 立功制度是围绕立功行为构建并展

开的) 没有立功这一基本要素!立功制度就不复存在)

前述第三种观点认为立功是..依法应给予表彰奖励

的行为)在立功的概念中勿需涉及法律后果!只要说清

立功是一种什么行为即可! 至于是否应予以从宽与一

国的刑事政策+刑法的规定及案情密切相关!不是学者

能解决的问题) 如在我国! 虽然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在对犯罪人施加刑罚的时候!不能不考虑立功等犯

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要素!&'#

!但在具体案件中!对有立功

表现之人不予从宽的案例则为数不少! 其中理由在于

在这一具体个案中犯罪分子的立功并没有表现出其人

身危险性的降低! 所以在立功的概念中不宜加上法律

后果)

!二"设定概念是否应遵循法定原则

不少论者认为! 法定原则是界定法律概念时必须

遵循的原则之一!如对立功概念的界定!还应坚持法定

原则! 法定原则最主要涵义是立功概念的内涵和相关

立法+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相符!&&#

) 因此论者在立功概

念表述上申明立功是刑法规定的行为) 其实这是对法

定原则的误解! 法定原则要求对犯罪的认定和处罚必

(%



须遵守法律规定! 以保证公民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的

不当侵犯! 但是如果理论研究也一定要以立法规定为

限!无异于划地为牢"从小处说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

进行!使立功的理论研究原地不前!或者说进步很小#

从大处说会使研究缺乏创新!人云亦云!不利于刑法学

科的发展" 上述第一$二$五$六种观点没有从 !"#$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处

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 刑法(

及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相关规定中提炼出立功的

概念!仅仅是对法条及司法解释的照搬照抄!有的论者

还美其名曰为坚持法定原则"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立功

概念研究虽有发展!但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前述大部

分观点明显透露出'拿来主义(的痕迹!如法条$司法解

释强调查证属实!大多数概念中也就予以强调"刑法中

未限制立功者的主观动机则一些概念中也未提及" 笔

者认为!对概念的研究不应囿于法条及司法解释!否则

理论研究无法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立功的本质

如前所述! 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

形式" 笔者认为!要界定概念!必须认真讨论立功的本

质是什么这一问题" 但是很多学者在讨论立功的概念

时并没有论及立功的本质这一重要问题! 这不得不说

是个非常遗憾的问题! 或者说是学界研究的重大失误

之一"

!"本质不同于本质属性!本质特征

在研究立功的本质之前!需要提及的是!目前学界

对立功的本质这一问题的提法不尽相同" 除 '立功的本

质(

(&)*外!还有'立功的本质属性(

(+,*

$'立功制度的本质(

(&$*

$

'立功的本质特征(

(&-*等表述方式" 应当说!本质与本质

属性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立功与立功制度的侧重点也

不相同!所以'立功的本质($'立功的本质属性($'立功

制度的本质(三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不明显!但三者的区

别应是客观存在的"从众多学者研究来看!似乎又是在

探讨同一问题" 如在李书奎名为%论立功制度&的硕士

论文中!作者在'立功制度的本质(论题下评析了目前

存在的 '悔罪说($'人身危险程度减少说($'社会有益

行为说($'社会危害性减少说($'功利主义说( 等有关

立功本质的学说"朱军在其硕士论文%立功制度的理论

与实践&中的提法是立功的本质"还有学者在同一篇文

章中此处说'立功制度的本质(!彼处又言'立功的本

质("

(&.*这反映出学术界对本质$本质属性等范畴的认

识存在一定的模糊! 为正确界定立功! 有必要厘清本

质$本质属性$本质特征之间的关系"

本质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

发展的根本属性" 本质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不易被认

识"本质是通过现象来表现!所以必须透过现象掌握本

质" 属性是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 物体具有形状$

颜色$破损程度等外部特征!同时也具有重量$成分$结

构$性能等物质属性"此外!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一

事物与他事物之间还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前后$左

右$高低$长幼$贫富$平等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许多

事物都具有诸多属性"有些属性是某一事物所特有的!

表现了该事物的本质!使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

这种属性就是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本质的表现!是本

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属性与特征基本相同!特征

是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本质特征是指表

现出事物本质的征象" 在'本质特征(中!本质修饰特

征!该词的中心语仍是特征"因此本质与本质特征是相

距甚远的两个词!前者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后者是

表现事物本质的特征! 所以用本质特征一词来表达本

质是用词不当" 如同犯罪的本质不同于犯罪的本质特

征一样!'犯罪的本质是对维系社会秩序尤其是社会团

结纽带的公众基本情感的严重侵犯(

(+%*

!而犯罪的本质

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关于'立功制度的本质(的

提法!笔者认为这样表达不准确!因为立功制度的本质

实际上就是通过立功这种行为表现出来的! 而且学界

在考察立功制度的本质时实际谈的就是立功的本质!

故谈立功的本质可以了"

#"学说评析

关于立功的本质! 学界分歧颇多! 至少有九种观

点)

*++有益行为说" '立功行为的本质是对社会和国

家有益的行为" (

(+'*

*)+正义行为说" '立功的本质就在于犯罪分子实

施符合法律规定的正义" (

(+"*

*,+社会危害或主观恶性减弱说" '此种行为能够

减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或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

*$+人身危险性减弱说" 即'立功的本质在于人身

危险性的减弱" (

(&$*

*-+赎罪和有益行为说" '是在赎罪的心理支配下

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 (

(&-*

*.+有用和功利相结合说" 即'立功的本质是有用

性和功利性的统一" (

(0&*

*%+公正性与功利性统一说" 即'立功制度所固有

的根本属性在于公正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

(00*

*'+有用性与悔罪性统一说" 即'立功的本质是司

法机关的有用性和行为人的悔罪性的统一" (

(0,*

"/



!!"功利主义说# $立功的本质是功利主义% &

"#$%

$正义行为说&强调立功具有法定性和正义性% 的

确'立功制度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制度'法定性是立

功的特征%但是如果法定性是立功的本质的话'照此推

论'自首(累犯等制度的本质也应是法定性'以特征代

替本质是该说的不当之处% 正义性是立功制度所追求

的价值之一'以价值代替本质是该说的另一不当之处%

所以'虽然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深刻地把握立功

的本质特征和价值指明了方向'但由于答非所问'同样

不值采纳% 主流观点认为社会危害包括犯罪造成的客

观危害和行为人犯罪时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 无论是

客观危害还是主观恶性都随犯罪行为的结束而不再发

展'犯罪行为一旦结束'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就成为定

数'自首(立功都属罪后情节'罪后情节又如何能$撤

销&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 所以$社会危害性或主观恶

性减弱说&是伪命题%用人身危险性的减弱作为立功的

本质有以偏盖全之嫌' 因为并不是所有具有立功表现

的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都绝对地向良性转化' 也正

因为如此'法律将单纯的立功规定为得减情节% 另外'

人身危险性的减弱预示犯罪分子再犯可能的弱化'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处罚应与已然

和未然之罪相适应' 在立功表现反映人身危险性减弱

的情况下'法官应对立功之人予以从宽处罚'故而人身

危险性减弱只是立功从宽处罚的根据而非立功的本

质%

在研究立功制度的资料中'$功利&($功利性&($功

利主义&等词频繁出现% 何谓$功利&'*现代汉语词典+

认为功利是功名(利禄的简称% 追求功名(利禄在传统

中国人心目中似乎是一件不太提倡的行为% 邱光隆先

生在考证汉语中的功利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谈功利时

之尴尬'丝毫也不亚于自揭阴私之难堪% &

"&$%但是英语

中的功利与汉语大相径庭% 功利主义的英文是 '()*)!

(+,)+-)./'由 '()*)(+,)+- 加后缀0)./ 而成'而 '()*)(+,)+-

意为 $12+,+1(3,)435 67 '.38'*-3.. ,+(23, (2+- 67 63+'(79

(,'(29 :;;5-3..&'意为$以实用而不以真(善(美为目

的&% 在英语词汇学中'$0)./&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

形成带有 $主义&($教义&($政治或美学运动&($学说&

之意的抽象名词''()*)(+,)+-)./应译为$功利主义&% 英

语中的功利的准确含义应该为功用(功效'与利益(功

用(有用是近义词% 功用性与有用性也是相近之词% 所

以前述的第六种观点以有用性与功利性的统一来表述

立功的本质是同义重复'没有必要% 下面来看一下$功

利主义说&'该派论者的理由是,从法理角度来看'立功

制度能产生预防犯罪(惩罚犯罪的最佳社会效果%从规

范的角度来看'法律对犯罪分子是否具有悔罪表现(犯

罪的性质是否严重及归案形式均未作任何限定' 由此

归纳出立功的本质是功利主义%在笔者看来'功利主义

作为一种学说只是立功制度设置的理论基础"&<%

% 用功

利主义去表述立功的本质'实际上是说'立功这一行为

的本质是一种学说或思想'逻辑不通%功利性作为一种

属性'以此概括立功的本质'同样逻辑上不当% 悔罪是

立功的本质或本质之一的观点也不值得一驳% 犯罪分

子立功的动机多种多样' 主要是想获得法律的从宽处

罚' 如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具有立功表现的可视

为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

% 基于悔罪而立功的犯罪

分子是少数的% 以悔罪为立功的本质势必大大缩小立

功的适用范围'后果甚为严重%立法者亦认识到悔罪表

现与立功表现并非一回事'刑法第 >?条规定减刑的实

质条件或决定性条件是$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过程中'

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若认为立功表现以悔罪为前提

或基础'这一规定显属多此一举'所以无论从立法还是

实践来看'立功与悔罪并非因果关系%

本文的立场为第一种观点---有益行为说% 从刑

法中的立功与其他领域中立功的关系来看' 尽管刑法

中立功的主体具有特殊性'是犯罪分子'但它与其他领

域中的立功从本质上说是相同的% 立功本是没有适用

领域限制的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没有国界限制的行为'

立功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本质

上看' 它是一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且能增进社会福利的

行为% 对立功之人进行表扬(奖励'确立.立功折罪(立

大功受奖&的刑事政策'目的是引导犯罪人实施这种行

为%试想如果立功不是一有益于国家和社会行为'国家

和社会不会对其进行正面评价' 刑法也不会对具有立

功表现的犯罪分子予以从宽处罚%从刑法的规定来看'

第 >?条列举了应当减刑的 =种重大立功表现%一般立

功与重大立功没有质的差异' 因此在探讨立功的本质

时必须考虑第 >?条的重大立功表现' 第 >?条列举的

<种立功表现是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对

国家和社会具有其他重大贡献& 的兜底性条款旗帜鲜

明地指出了重大立功表现的共同之处是对国家和社会

的重大贡献%最高人民法院 @!!>年的*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列举的属$其

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 也再次证明了笔者

的观点%

根据立功的本质'结合此处讨论立功的特殊性'笔

者认为刑法中的立功是犯罪分子犯罪后判决或裁定生

效前作出的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并达到突出程度的行

为%

!@



三!结 语

综观学界对立功概念的观点不难发现! 他们对立

功概念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有的甚至可以说还

十分模糊"他们或者对立功的概念避而不谈!或者仅对

之作一个定义性的解释! 更多的是将立功的概念等同

于立功的成立条件! 或许他们认为立功的概念是不证

自明的!因而不屑一论" 然而!对立功概念的认识是研

究立功制度的基础! 更是讨论其它与立功有关问题的

共许前提"没有共许前提!各种有关认定立功的争论都

无法达至合乎理性的结论"笔者认为!刑法中的立功是

犯罪分子犯罪后判决或裁定生效前作出的有利于国家

和社会并达到突出程度的行为" 这一概念指明了立功

的主体#时间及本质"笔者相信这一界定应当还有可以

完善之处!但与以前的界定相比!更具体#更明晰!也更

具有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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