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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学于我国虽属于发展中学科，但基于实践的推动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不仅犯罪学研究日趋活
跃，而且犯罪学课程目前在政法院校也已普遍开设。
与此相对应的是，犯罪学方面的教材建设却相对滞后。
虽然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若干本科生教科书，但目前全国尚无适合研究生的犯罪学教材。
鉴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聚集了国内实力相对雄厚的犯罪学教学研究力量，我
们以本院人员为主干，同时邀请了校外部分代表性中青年学者，共同编写了这本主要面向法学研究生
的《犯罪学专题研究》。
根据研究生教学的特点，本教材主要突出了以下两个特点。
在体例上，以点带面，深化犯罪学的核心知识。
在照顾犯罪学知识系统性的同时，以专题形式浓缩犯罪学的主干内容和核心知识点，深入阐述犯罪学
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使学生在有限时间内能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量，深入把握犯罪学发展的
主要趋势和了解犯罪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学专题研究>>

作者简介

　　张远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北京
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访问学者（1994.9-1995.8），巴黎第二大学犯罪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
（1999.122000.6）。
兼任中国犯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代表性学术成果：《犯罪研究的新视野：从事实、观念到规范》（法律出版社，2010）、《犯罪学原
理》（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与刑法改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废除与限制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6）、《现代犯罪学的基本问题》（中国检察出版杜，1998）；发表论文90余篇
。

　　吴宗宪，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犯罪与矫正研究所所长、杜区矫
正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
“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法学会“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代表性学术成果：《西方犯罪学史》（第二版4卷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西方犯罪
学》（第二版，法律出版杜，2006）、《国外罪犯心理矫治》（轻工业出版社，2004）、《当代西方
监狱学》（法律出版社，2005）、《罪犯改造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社区矫正
比较研究》（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2011）等；发表文
章15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学专题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犯罪学中的犯罪
第三节 犯罪学研究方法
第一章 犯罪学的主要理论范式
第一节 犯罪学理论范式概述
第二节 犯罪学理论的社会学范式
第三节 犯罪学理论的心理学范式
第四节 犯罪学理论的生物学范式
第五节 犯罪学理论的整合范式
第二章 犯罪人
第一节 犯罪人的概念及研究意义
第二节 犯罪人的社会属性
第三节 犯罪人的自然属性
第四节 犯罪人的分类
第三章 犯罪类型
第一节 犯罪的类型与分类
第二节 有组织犯罪
第三节 未成年人犯罪
第四节 无被害人犯罪
第五节 网络犯罪
第四章 犯罪原因的层次与结构
第一节 犯罪原因概念辨析
第二节 犯罪原因系统的层次与结构
第三节 犯罪原因的研究方法
第五章 犯罪生成模式
第一节 犯罪生成模式概述
第二节 犯罪人格
第三节 犯罪情境
第四节 社会反应
第六章 犯罪预测
第一节 有关犯罪预测的若干理论问题
第二节 中国犯罪预测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
第三节 犯罪预测的方法示例
第七章 犯罪预防基本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犯罪预防概念的演变与评价
第二节 犯罪预防的价值分析
第三节 犯罪预防的层次与结构
第四节 情境预防理论及实践
第五节 刑罚一般预防功能的实证分析——以死刑为视角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学专题研究>>

章节摘录

　　（二）现代犯罪学研究对象之扩展　　而现代犯罪学理论体系之确立，不在于对传统犯罪学理论
之否定或颠覆，也不在于对传统犯罪学理论框架内具体内容的深入发展，而是在于通过对传统犯罪学
理论认识盲区的克服和犯罪预防目的的强化，拓展了犯罪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犯罪学研究服
务现实犯罪控制的观念引导与实践指导的水平与能力。
　　就现代犯罪学的发展路径与理论体系的确立而言，在继承传统犯罪学合理成分的同时，之所以又
能实现对传统犯罪学的重大超越，是伴随着对如下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反思与回答而实现的。
　　其一，犯罪的指称问题。
长期以来，犯罪学大体上是依据刑法中的犯罪定义来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但在事实层面，人们所指
称的犯罪究竟应为何物？
如果犯罪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行为”，这类人们所习惯的由法律预先确立的定义，人们何以能
够把犯罪行为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加以观察和研究？
面对法律自身的变化不居和刑法典中的罪行名单因时因地的增减变化，如果以犯罪的法律概念作为犯
罪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犯罪学研究中又何以能理性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核心概念并借此去认识和把握犯
罪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正是基于对这类问题的深入思考，推动了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并确立了犯罪学与刑法学各自不同的逻辑
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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