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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刑法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建之后，虽然曾因政治运动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但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复苏，并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
尤其是晚近20多年来，刑法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成果迭出，成就斐然，从而成为公认的我国法学领
域最为发达的主要学科之一。
在新中国刑法学创建以来的近60年间，共出版著作近3000部，发表论文数万篇。
面对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总结其成就，反思其得失，从而为刑法学的进一步开拓发展提供导向，显
得异常迫切。
这就需要加强对数十年来刑法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将体现刑法学发展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代表
性研究成果，从发表在数以百计的报刊和文集上的浩如烟海的论文中精选出来按照专题汇集成册，从
而为今入的研究、学习提供便利，也为后人保留有代表性的研究资料。
以高铭暄、赵秉志教授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刑法学研究团队，在潜心刑法理论
研究的同时，历来都非常重视刑法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汇集，多年来在此方面曾推出了数部非常有影
响的学术资料荟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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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专著，书中包括了：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未成年人犯罪
的数量特征、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与方式特征、未成年人犯罪的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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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青少年犯罪研究在经历初期的繁荣之后逐渐归于冷寂，由兴盛走入低
谷，青少年犯罪回归到犯罪学一个研究领域的地位。
不过，这一时期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逐渐从青少年犯罪中摆脱出来，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
这一时期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于逐步失去了“计划经济式”的扶持与庇护，不得不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科存在和发展的竞争。
青少年犯罪研究兴起时期所依赖的条件开始显现负面性。
审视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果，尽管从数量上看，较80年代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在研究视域、研
究深度、基本观点等方面，却并没有明显的发展。
此外，政法院校14门核心课程的确立，将青少年犯罪学强有力地予以了边缘化，进一步将青少年犯罪
学和青少年犯罪研究者排挤于政法院校的边缘。
建构青少年犯罪问题所采用的“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弊端也在90年代逐步暴露出来。
90年代虽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但是“青少年”这一概
念并没有实现从社会学术语向法律术语的转变。
对于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而言，这种模糊性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并不
会构成对这些学科研究青少年问题的重大障碍。
但从法学（尤其是刑事法学）的视角看，由于这一术语包含着一种“自身难以消化的对象群”，即将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两类在法律上存在本质不同的群体混为一体，这是无法容忍的缺陷，甚至是明显的
法律错误。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研究对象定位的模糊性，被青少年犯罪研究兴起初期的热情所掩盖；到了90年
代，这一术语所包含的模糊性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具法学背景的学者视为一种不应容忍的弊端，因此对
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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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未成年人犯罪专题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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