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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犯罪产生以来，人类就对其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并形成了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
1764年，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标志着古典犯罪学派的诞生，成为犯罪学的历史
源头。
19世纪前期，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比利时的阿道夫·凯特勒对犯罪问题进行了社会学性的研究，把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用社会因素来解释犯罪产生的原因。
此后，龙勃罗梭用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形成了人类学派。
法国刑事社会学派（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松、塔尔德、迪尔凯姆以及德国的李斯特进一步丰富
了犯罪社会学的理论。
此后，差别交往理论、亚文化理论、犯罪综合成因论及社会反映理论成为现代犯罪学的主要理论。
从犯罪学的上述演进过程大致可以看出，犯罪学经历了从不独立到独立的过程，并且随着社会关系不
断复杂化，犯罪学理论自身也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不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重要的学科，而且已经形成
丰富的理论体系，为治理犯罪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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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犯罪现象虽然与西方国家的犯罪现象同样古老，然而，犯罪学科在中国却是一门相对新的学科
。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尽管犯罪学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扎根发芽，但其后几
年中断，却未能茁壮成长。
20世纪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社会结构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并且引起全
社会的担忧和关注。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犯罪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尽管如此，犯罪学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非假以时日，很难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尤其近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新问题层出不穷，为犯罪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中国的
犯罪学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仍有许多领域需要开拓。
    本书的宗旨是对犯罪学的理论与思想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犯罪的性质、特点、成因与治理对
策进行探讨，在理论上以求能为中国的犯罪学发展有所裨益，在实践上以求能对中国的犯罪治理提供
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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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犯罪现象　　犯罪现象是指一定社会所存在的社会法律现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历
史时期内所发生的全部犯罪的总称。
①犯罪现象是犯罪学研究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人们研究犯罪，首先是通过对犯罪现象的认识和分析，逐步深人，总结出犯罪的规律，探索出犯罪的
原因，然后根据犯罪的原因和规律，制定犯罪对策。
因此，无论是研究犯罪原因，还是研究犯罪预防，都必须以对犯罪现象的认识为基础。
如果缺乏对犯罪现象基本的了解和掌握，犯罪原因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更不能制定有效的预防对策
。
犯罪现象研究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犯罪的概念与本质。
唯物史观认为，犯罪属于社会法律现象，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犯罪是由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统治秩序的需要通过国家法律规定的；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个人
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犯罪不是永恒的，将会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2）犯罪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犯罪特点，是指犯罪所表现的某种特殊性。
犯罪作为一种法律社会现象，有自己的特征，犯罪学必须研究犯罪的特征，才能认识犯罪现象，探索
犯罪原因与规律。
犯罪规律，是指一定条件下犯罪的起伏、升降发展和变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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