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系犯罪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关系犯罪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0102931

10位ISBN编号：730010293X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白建军

页数：50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系犯罪学>>

前言

　　在多数大学里，“犯罪学”并不是什么横竖都得修的“基干课”。
作为一门选修课，能不能开得下去，全凭学生选不选。
没有“座儿”，老师连“下课”的机会都没有。
我在北京大学开的几门课中，就有法学院选修课“犯罪学”和全校通选课“犯罪通论”，所用教材之
一就是这本书。
开始，选课的学生只有180人，后来逐渐发展到400人，学生们主要参阅的就是这本书。
现在，书快没了，课还在开。
所以，就得拿一本更好的教材给学生用，这是《关系犯罪学》再版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2007年召开的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年会上，有三部犯罪学专著获优秀成果奖，其中一部就
是这本书。
学界师长同仁的首肯，也为我再版本书添了几分自信。
　　与第一版相比，这一版的主要改变是对全书进行了“瘦身”处理。
一是文字上做了些删减，去掉一些“车轱辘话”。
二是内容上去掉了陈旧或可有可无的部分。
当然，“瘦身”并不等于简单的减法，有些部分是用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置换。
这样下来，原来的70万字变为现在的5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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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系犯罪学（第2版）》采用的关系分析的理论、方法打破了犯罪学讲究的沉闷。
在研究范式篇，作者对犯罪学的概念、对象，方法、历史发展进行了独特的梳理。
在犯罪关系篇，犯罪特性学，犯罪形态学，犯罪定义学以及犯罪规律学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犯罪学体系
。
在社会反应篇，犯罪学回归到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被害预防等领域，使刑事规范学和
犯罪事实学各自获得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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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建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北京大学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曾赴美国纽约大学客座研究、日本新渴大学任教。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法律实证分析方法、犯罪学、金融犯罪。
现任北京大学实证法务研究所主任、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副主任、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
开设“犯罪通论”、“犯罪学”、“刑法分论”、“法律实证分析”、“金融犯罪’’等课程。
出版《罪刑均衡实证研究》、《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公正底线——刑事司法公正性实证研究》等
个人专著7部，在《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学术期刊独立发表多篇学术
论文。
　　学术特色：倡导实证研究方法在法学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热衷刑法、犯罪学、金融法及相关学
科间的跨学科研究；追求犯罪学学科的体系之美；营造能动、快乐的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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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面，犯罪的客观必然性首先来自于犯罪原因、因素的客观必然性。
在意大利学派看来，各种犯罪原因中强度最大，影响力最稳定，作用面最广泛的，当属人类学因素。
他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返祖现象解释犯罪的本质，认为犯罪人实际上就是低
等动物某些生理、心理、行为特征通过现代社会某些个体的再现。
这种意识在意大利学派的理论中多次重复着。
龙布罗梭在比较了罪犯和精神病人的生理异常以后得出结论说，大部分精神病人不是天生如此的，而
是后天形成的，而罪犯的情况则相反，进而提出了天生犯罪人论。
龙布罗梭还引述达尔文的话说，古代人种表现出更加接近于动物的结构，而不是现代人的结构。
犯罪人的许多生理特征，如存在正中枕骨窝、脑脊椎指数低下、脑眶指数低下等等，这些都可能使人
联想到更遥远的返祖现象。
而且，这些生理现象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往往是成组地出现在某些个体身上。
最后龙布罗梭得出结论说，与头骨完全正常的人相比，存在大量上述反常现象的人难道能说具有同样
的智力水平并且承担同样的责任吗？
①除了生理特征以外，龙布罗梭还从犯罪人的行为方式中看到了返祖现象。
他在解释犯罪人文身习惯的原因时说，之所以许多犯罪人都文身，处于第一位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历史的返祖现象，因为文身是原始人和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的独特习惯。
龙布罗梭还用一些考古证据证明，史前人普遍地文身。
按照龙布罗梭的判断，文身是野蛮人的书法，是对他们文明状态的首次记录。
②龙布罗梭还发现，犯罪人暗语的普遍性也源于人类的野蛮状态。
他说，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讲话，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感觉。
人们以野蛮人的方式讲话，是因为他们面对繁花似锦的欧洲文明却生活在野蛮状态；因此，他们同野
蛮人一样经常采用拟声法、自由联想法和对抽象事物的拟人化。
龙布罗梭把这种现象称为向古老年代的“心理回归”③。
　　龙布罗梭在总结自己的犯罪解释论时说，惯常性犯罪人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返祖现象。
这种现象超越种族的范围而存在，在世界各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对这种返祖现象可以从静态的解剖学特征和动态的行为特征两个方面进行描述。
在静态方面，主要包括毛发稀少、头骨容积小、前额后缩、颅骨较厚、眼眶歪斜、痛觉不敏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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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系犯罪现”由储槐植先生首次提出，是当代中西最为精深的犯罪学思想之。
《关系犯罪学（第2版）》旨在丰富，推进这一犯罪学思想。
　　所有犯罪都不过是一定关系中的犯罪。
《关系犯罪学（第2版）》在犯罪与秩序、犯罪与被害、犯罪与惩罚权、犯罪与环境、犯罪与社会反
应的关系中展开实证分析和犯罪学思考。
　　任何犯罪学研究无不住应然与实然、真理与价值，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中不断调整自己。
《关系犯罪学（第2版）》力求在这些关系中整合上百种犯罪学理论学说，展现一种新发现的犯罪学
逻辑体系。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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