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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兼具知识性和学术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反映了当代犯罪学发展的*趋势
。在犯罪原因论中,引入了“社会反应”的概念,确认在影响犯罪的诸多因素中,传统上只
被视为是控制犯罪的积极因素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也是促成犯罪的因素之一。同时,
在对影响犯罪现象的传统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犯罪行为生成机制；在犯
罪预防论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情境预防理论；在犯罪现象论中,基于准确描述犯罪现象的
需要,对犯罪现象的测量手段和犯罪现象的分析方法,也予以了较充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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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的内涵应当如何确定，也即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也是一个颇存争
议的问题。从犯罪学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关于犯罪人的科学
将犯罪学视为研究犯罪人的科学，是伴随着犯罪学的诞生就存在的一种认识。犯罪学的
主要创始人———龙勃罗梭就以从人类学角度研究犯罪人而著称。他于1876年出版的传
世之作就名为《犯罪人论》。在该书序言中，龙勃罗梭写到:“直接从体质上和心理上分
析犯罪人，将他同相对正常的人和精神病人作一比较是适宜的。” 自此以后，犯罪学是
“关于犯罪人的科学”的思想便成为在犯罪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至20世纪50年
代，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不少犯罪学家看来，犯罪学作为刑
事科学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一门关于犯罪人的科学。因为，人们所接触的是犯罪人，所
要解决的也是犯罪人问题。事实上，自龙勃罗梭之后，实证主义的立场为后来的大多数
犯罪学家所接受，他们基于“犯罪人与非犯罪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这一假定，在早
期犯罪学家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借助于各种不同的理论（除生物学理论外，更主要的
是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研究和解释犯罪人为什么和如何实施犯罪，以及应当如何区分
犯罪人与非犯罪人。犯罪学研究视野的这种局限性，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引起了一些犯
罪学家的注意。美国学者杰佛在1959年论及过去的犯罪学只重视个体犯罪人而忽视刑法
在犯罪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现象时就曾正确地指出:“实证主义学派的重要意义在于把
注意力集中在犯罪动机和个体犯罪人身上。它在犯罪人那里而不是在刑法那里寻找对犯
罪的解释。当今任何一种在教科书上讨论的关于犯 罪行为的理论都是如此，即使这种解
释是根据社会和群体因素而不是根据生物学因素。”
（二）关于犯罪行为的科学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效仿古典刑法，提出了一个客观主义的犯罪学概念，将
犯罪行为作为犯罪学的研究对象。现代犯罪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法国学者迪尔凯
姆（Durkheim）就曾将犯罪学定义为研究犯罪行为的科学。他指出:“我们注意到在社会
生活中存在着某些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所表现出的外在特征，一旦实施社会就将以被称
之为刑罚的这种特殊方式作出反应。人们将这些行为归入非正常的特殊行为之列，并强
加于所有这类应受处罚的行为一个共同的称谓:犯罪。犯罪学，作为一门专门科学正是以
这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 由此可以看出，客观主义的犯罪学概念是否认在犯罪人与
非犯罪人之间存在重大差别的。在这类观点看来，犯罪行为与其说是由于犯罪人方面的
缺陷而形成的，不如说是犯罪人拒绝接受现存社会规范的一种反抗行为。随后，这一犯
罪学概念在英、美国家的激进犯罪学或批判犯罪学理论中又得以再现和发展。
（三）关于犯罪原因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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