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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殿朝博士所著《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中国当代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研究——基于“社会腱”视角
的分析》一书，运用理论文献与中国现实案例说明天之骄子为何沦为阶下囚。
吴殿朝博士在致力于这一项工作时，一个特别之处是将法学、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相结合
，因此他建立的理论模型既有教育学的特征，又有社会学的色彩，这是对法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高智商、高素质与高层次一直是这个群体的特征。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屡屡出现大学生因触犯刑律而成为阶下囚甚至死刑犯
。
对此，人们义愤填膺，强烈质疑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我们的大学怎么啦？
我们的高等教育生病啦？
其实，大学生为何会走向违法犯罪之路？
其内在的机理是什么？
这些问题需要理性的思考，而不是诉诸情绪的冲动。
在国外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学生违法犯罪也屡见不鲜，这说明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不能完全解
释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原因。
大学生违法犯罪除了从教育中找原因外，还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然而如果一个理论过
于强调社会环境的作用，就会陷于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无法解释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下，为什么有些人走向犯罪而有些人却没有走向犯罪。
因此，这个解释框架除了考虑社会环境之外，还必须把人的主观因素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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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殿朝，男，1968年8月生，河南南乐县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现工作于河南商
业高等专科学校高等教育研究室。
2008年6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1998年10月分别考取律师资格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
曾出版《国外高等教育法制》、《控制弱化与当代大学生犯罪》等著作]部，发表《教育仲裁制度研究
》、《我国教育申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研究》等论文30多篇，主持（参与）《中国当代大
学生违法犯罪问题研究》、《高等学校教育法律关系研究》等科研项目10余项。
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刑法学、犯罪学、教育法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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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研究主题的多元与肤浅　　研究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主题多元体现在：大学生违法犯罪与高校马
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违法犯罪与法制教育建设、大学生违法犯罪与素质教育、大学生违
法犯罪与刑法学、大学生违法犯罪与犯罪心理学等问题，这些研究都处于表面描述性研究：提出了存
在的问题、给出了操作性的建议，但由于缺乏深入、扎实的理论基础研究，致使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研
究流于肤浅。
如对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历史研究，很少涉及。
这给笔者留下较大的、有待深入下去的研究空间。
　　3.研究方法较单一、缺乏创新　　对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研究，在方法上存在明显的模仿性，缺乏
独创性，一般都采用“三段论”①式的研究。
此种研究不能说不可以和没有价值。
但是，研究者都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这项研究就没有多大益处，而且会造成这一研究领域
的极坏的研究形象。
这种缺乏个性的研究无异于把大学生违法犯罪完全混同于青少年犯罪，无异于把大学生违法犯罪完全
局限于犯罪学这个学科之内，这极不利于大学生违法犯罪归因的研究，也不利于大学生个人的成长，
有一定的危害性。
笔者试图从教育法学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教育法学的角度，通过查阅文献、访谈和问卷，运用实证的研
究方法，进行大学生违法犯罪归因的研究，这无疑具有独创性和挑战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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