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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犯罪空间》从探究城市犯罪的根源、城市犯罪问题与城镇化的关系入手，论证研究城市犯罪空
间的本源必要性与时代必要性。
追踪城市犯罪空间的理论轨迹，剖析城市空间环境对犯罪的影响以及城市犯罪的空间分异，进而认知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的致盲因素。
在我国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空间防控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从行为角度认知空间
防控，从国情出发认知空间防控的大环境。
论证了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构建城市犯罪综合防控体系、城市空间环境的规划与设计、城市空间地
域的防控管理、城市警务配置的空间重构等实施犯罪空间防控的途径，以及空间盲区综合治理的理念
、途径与措施。
书末以20个实际发生的案件为例，解析案例依附的犯罪空间，提出空间防控的针对性措施。

《城市犯罪空间》可供从事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工作的干部与专业人员，从事律师、法律顾问等
工作的专业人员，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建设等工作的干部与专业人员，从事社区管理、物业管理的
干部与工作人员，从事建筑设计、园林绿化、小区设计、房地产开发的专业人员，从事犯罪学、法学
、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心理学、规划学研究的科研人员，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教师、本科生和
研究生等阅读学习。
本书由王发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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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用于抵消的方法称为中和技术，该学说的基本观点是，青少年犯罪人了解社会行为规范与合法的
价值体系，在实施违法犯罪之前，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合法的，但又有罪恶感，就力图中
和抵消这种矛盾的感觉，于是犯罪就发生在这种中和的过程中。
　　青少年犯罪人的中和技术包括以下种类：（1）推托责任，认为自己主观上没有犯罪意愿，之所
以犯罪是由于环境所迫，即“我也不想犯罪，但没办法”。
（2）否认有加害于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于别人无害，即“我愿意那样做，也没有招谁惹谁”。
（3）否定有被害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具体的受害人或受害人理该遭此报应，即“你找不出来我
伤害了谁”或“你本来就坏，理应如此”。
（4）反非难，认为那些指责、抨击他们不良行为的人是伪君子，即“你没有资格跟我过不去”。
（5）追求“忠诚”，认为自己出于对友谊的忠诚而犯罪是光荣的，即“我犯罪又不是为我自己”。
　　该学说还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完成了自己“社会化”的进程，大多数人会抛弃原有的
非合法观念和种种恶习、恶行，在合法的价值体系中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
中和技术说这种深入青少年犯罪人内心深处的剖析具有很强的客观性，相当准确地把握到了他们矛盾
的心理脉搏。
这不仅彻底打破了“天生罪犯”说的理论桎梏，也给防控青少年犯罪提供了新的线索。
　　飘移（Drift）说是由戴维·马扎提出来的，其代表作是1964年出版的《青少年犯罪与飘移》
（Matza D.1964）。
该学说的基本观点是，青少年犯罪人移行于合法与非法的价值体系之间，徘徊于守法与犯罪之间。
究竟是守法或犯罪，取决于他们行为时的情绪、心理与情感。
　　该学说认为，“犯罪人的行为并未受到强制，也不能充分地、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行为飘移在自
由与强制之间”（Matza D.1964）。
也就是说，在自己的人生初级阶段里，青少年犯罪人由于不具备认知、选择合法与非法的价值体系的
能力，他们的行为往往游移在守法与犯法之间，走向犯罪只是一次偶然的身不由己的事件。
马扎推断，一次犯罪之后，大多数人会摈弃非法的价值体系而选择合法的价值体系，从而远离了犯罪
，青少年犯罪人中的累犯只是少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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