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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犯罪学》分为四篇：第一篇绪论，阐述犯罪学概念；第二篇犯罪现象发生论和第三篇犯罪现
象存在论，这两篇犯罪学研究对象——犯罪现象本身；第四篇犯罪现象对策论。
上述犯罪现象发生论相当于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原因论的内容，但《新犯罪学》已经不是把犯罪原因
作为对策所追求的前提，而作为认识犯罪现象本质的基础。
犯罪存在论大致相当于个别传统犯罪学（就世界范围看，只有极少数的书里有这部分，但内容都很单
薄）中犯罪现象论的内容，但在内容上比后者要丰富得多，且研究角度有了更大变化，即把犯罪现明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研究其发展变化规律。
这里过去没有的。
由于与传统犯罪学区别较大，因此冠名《新犯罪学》。
《新犯罪学》的主要特点是（1）重新科学定位学科性制裁和地位。
（2）以明确的学科任务确定学科对象。
（3）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犯罪现象作为客观存在进行研究。
（4）尽量创造、吸收更多对犯罪现象形成理论性认识结晶的概念、范畴，加强犯罪学的理论性。
（5）创立了全新的理论体系。
（6）强化学科的理论抽象性。
《新犯罪学》可作为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社会其他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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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绪论第1章 犯罪学的概念第一节 作为一门科学的犯罪学的复杂性一、定义犯罪学概念的困难二
、关于犯罪学概念的各种不同观点第二节 确定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意义、方法和根据一、犯罪学对象本
身是个需要确定的问题二、确定犯罪学对象的意义三、犯罪学必须有自己的犯罪概念四、学科任务是
确定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根据第三节 犯罪学的学科任务、定义和学科特点一、犯罪学的学科任务及犯罪
学概念的定义二、犯罪学的学科特点第四节 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地位和理论体系一、犯罪学的学科性
质二、犯罪学的学科地位三、犯罪学的理论体系【小结】【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第2章 犯罪学
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第一节 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联系二、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区
别第二节 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关系一、刑事政策学是个独立的学科二、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的联系
与区别第三节 犯罪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一、社会学概述二、犯罪学与社会学的联系三、犯罪学与社会学
的区别第四节 犯罪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一、心理学概述二、犯罪学与心理学的联系三、犯罪学与心理学
的区别【小结】【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第3章 犯罪学的研究方法第一节 概述一、犯罪学研究方
法及其价值二、犯罪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第二节 犯罪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
观原则二、系统论原则三、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原则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五、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原则六、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七、价值中立原则八、伦理性原则第三节 犯罪学研究的
具体方法一、犯罪学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二、资料收集方法三、资料分析方法四、成果表述方法【小
结】【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第4章 犯罪学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犯罪学的产生一、犯罪学的产生涉
及犯罪学的概念二、对犯罪学概念的不同观点的简单评价三、犯罪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西方犯罪学
简史一、概述二、18世纪中期以前的犯罪学思想三、18世纪中后期的犯罪学萌芽四、19世纪的犯罪学
研究五、20世纪上半期的犯罪学研究六、20世纪后期的犯罪学研究第三节 我国犯罪学的诞生与发展一
、我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二、20世纪中期以前的我国犯罪学三、新中国犯罪学的成长和发展【小结】
【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第二篇 犯罪现象发生论第5章 犯罪概念第一节 犯罪概念概述一、犯罪是
个多学科的概念二、犯罪不存在一般概念三、犯罪概念中的双因素第二节 犯罪学犯罪概念的内涵一、
犯罪学犯罪概念内涵的功能性二、如何认识法律上的犯罪概念第三节 犯罪学犯罪概念的外延一、确定
犯罪概念外延的方法论意义二、确定犯罪概念外延的标准三、犯罪概念的外延是社会现象【小结】【
思考题】【本章参考文献】第6章 犯罪发生的理论学说第一节 犯罪人类学理论一、概述二、龙勃罗梭
的理论三、其他学者的人类学理论第二节 犯罪生物学理论一、概述二、遗传生物学研究三、体质生物
学研究第三节 犯罪心理学理论一、概述二、精神分析学理论三、精神病学理论四、正常个性心理学理
论五、社会心理学理论第四节 犯罪社会学理论一、概述二、社会结构理论三、社会过程理论第五节 
批判犯罪学理论一、概述二、冲突理论三、批判犯罪学理论四、激进理论第六节 对犯罪原因理论的简
要评价一、犯罪原因理论研究的贡献二、犯罪原因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小结】【思考题】【本章参考
文献】第7章 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第一节 个体犯罪发生概述一、犯罪行为发生研究概述二、犯罪
行为机制的主要内容三、犯罪行为产生的动力机制四、犯罪行为产生的纵向过程⋯⋯第三篇 犯罪现象
存在论第四篇 犯罪现象对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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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犯罪地理学研究旨在揭示不同的区域、城市、国家或者气候地带之间的犯罪分布情况以及犯罪率
的差异。
这种研究的实质是对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犯罪现象进行比较犯罪学研究，它既可以是跨世界各大洲的
、跨国的或者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在同一国家内跨地区、跨城市的比较研究。
例如，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犯罪现象的比较研究、关于亚洲国家与欧洲国家犯罪现象的比较研
究、关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的犯罪现象的比较研究、关于同一城市内不同城市地带犯罪现象的比较
研究、关于不同地区居民的公共安全感程度以及不同地区的犯罪或者被害危险指数的比较研究、关于
地球上温暖地带与寒冷地带犯罪现象分布的研究，等等，都属于犯罪地理学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犯罪地理学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以显现犯罪现象的区域分布为满足，它还总是要在此
基础上继续探讨特定地区或者国家特定社会结构与该地区或者国家的犯罪分布之间的相关关系。
　　犯罪生态学研究旨在揭示地区、气候、地形、动植物分布和建筑结构与个人的犯罪生涯或者被害
生涯之间的互动关系。
它所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人是一种地区性的生物，他要同自己所在的地区，尤其是他的社会邻近
环境相处。
人类行为塑造地区的格局，影响地区风貌和建筑造型，而地区风貌、建筑造型又对人类行为产生反作
用，它改变、加剧和诱发人类行为。
一方面，由建筑结构造成的机会可能诱发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一种由建筑结构促进的地区意识能够
使居民自己承担其居住区里的（非正式）监督，震慑潜在的犯罪人。
地区和行为在一种社会结构和一种社会过程中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犯罪行为、被害人以及对犯罪
的恐惧心理。
虽然建筑物和城市建设结构通常并不直接引起犯罪行为，但是它们却能造成某种导致集体和非正式监
督的瓦解状态。
　　犯罪地形学研究则侧重研究犯罪的具体作案地点分布，例如，研究在大楼、住宅、百货公司、旅
馆、医院内部，哪些地点更容易成为犯罪作案地点。
当然，犯罪地形学研究也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结构背景来进行，而不是单纯的空间物理学解释。
　　事实上，除了犯罪地理学、犯罪生态学和犯罪地形学等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外，关于犯罪分布的研
究还有犯罪时间研究，这种研究旨在揭示犯罪现象在不同季节以及一天当中具体时刻上的分布。
大体上可以分为犯罪季节研究和犯罪时刻研究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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