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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犯罪学（第2版）》初版于2005年5月，受到了国内许多高校的好评，同时被国内不少法学院
校用作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
为更好地适应教学需要，借再版之机，作者对《新犯罪学（第2版）》作了如下修订：精选内容，压
缩全书篇幅，删除了“犯罪现象的基本规律”一章（原书第11章）；重撰“犯罪发生的理论学说”一
章（原书第6章）；调整了部分章节的结构和顺序（如第8章和第13章）；适当增删了相关知识和信息
资料，更新或增补了各章参考文献及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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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牧，196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1978年开始在大学任教。
1984—1986年在国外留学，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4年被聘为博
导。
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长
，2003年获美国犯罪学会国际犯罪学分会授予的“国际杰出学者”奖。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导。
主要作品：《犯罪学》、《学科建设与犯罪学的完善》、《论南斯拉夫的法人犯罪制度》、《根基性
的错误：对犯罪学理论前提的质疑》、《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科际界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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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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学的概念（对象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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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本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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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与刑事政策
学 第三节 犯罪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一、社会学概述 二、社会学与犯罪学的联系 三、社会学与犯罪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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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本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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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本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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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本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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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之内涵 一、犯罪学犯罪概念之内涵的功能性  二、如何认识法律上的犯罪概念 第三节 犯罪学犯罪
概念之外延 一、确定犯罪学犯罪概念之外延的方法论意义 二、确定犯罪学犯罪概念外延的标准  三、
犯罪学犯罪概念的外延是社会现象 本章小结 本章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6章 犯罪发生的理论学说 第
一节 古典犯罪学派的思想及其现代发展 一、古典把罪学派关于犯罪原因的基本恩想 二、新古典学派
的主要理论 第二节 犯罪生物学理论 一、早期的犯罪生物学理论 二、现代的犯罪生物学理论 第三节 犯
罪心理学理论 一、精神分析理论 =、挫折一攻击理论 三、精神病学理论 四、学习理论 五、个性心理
学理论 第四节 犯罪社会学理论 一、早期的犯罪社会学研究 二、现代犯罪社会学研究 第五节 批判犯罪
学理论 一、标定理论 二、冲突理论 三、批判犯罪学理论 四、激进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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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小结 本
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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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机制
的主要内容 二、犯罪行为产生的动力机制 三、犯罪行为产生的纵向过程 四、犯罪行为产生的横向模
式 第二节 犯因性个人因素 一、犯因性心理因素 二、犯因性行为因素 三、犯因性生理因素 第三节 犯
因性环境因素 一、概述  ⋯⋯ 第8章 群体犯罪现象发生的一般原理 第三篇 犯罪现象存在论 第9章 犯罪
现象存在论概述 第10章 犯罪现象存在的形态 第11章 犯罪现象的基本类型 第四篇 犯罪现象对策论 第12
章 刑事政策概述 第13章 犯罪的刑事惩罚政策 第14章 犯罪的社会预防政策 第15章 犯罪的综合治理 第
一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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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见，这期间欧洲的犯罪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已经有相当规模和深度。
犯罪的社会调查和统计，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内容都为犯罪学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把犯罪学的产生与犯罪的社会调查和统计联系起来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只有对犯罪进行社会学的研
究，才有可能使犯罪学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
 4.认为犯罪学是以实证的方法对犯罪进行群体和个体研究相结合的社会科学。
美国著名女犯罪学家路易丝·谢利称，奎特利特（即凯特勒）和龙勃罗梭的著作创立了犯罪学的理论
。
龙勃罗梭集中研究的是个别（具体）罪犯的特征。
奎特利特则认为，犯罪学的中心任务是对社会上存在的犯罪现象及其分布做出解释，他很自然地把社
会因素摆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
②把犯罪人研究和犯罪的社会学研究相结合作为犯罪学的创立，这种观点已经具有较为明确的学科意
识，所以更具有科学性。
 二、对犯罪学概念不同观点的简单评价 用犯罪学的概念代替刑法学，认为犯罪学包括刑法学的观点
是不合适的。
因为，虽然犯罪学理论对刑法学确实具有宏观指导意义，而且，刑法学所研究的刑罚也是犯罪学所研
究的犯罪对策之一，从逻辑上看刑法学确实可以被犯罪学所涵盖，但是，作为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
法学，要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犯罪学去代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
何况，在犯罪学产生之前，刑法学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法学研究方法是
任何其他学科都不能替代的。
所以，以犯罪学代替刑法学，把刑法学的问题视为犯罪学的问题，把刑法学的产生视为犯罪学的产生
，既是不实际的，也是不科学的，那样做只能损害犯罪学的学科地位。
 对犯罪学在其产生之初，犯罪学与刑法学互相否定这段历史，南斯拉夫一位教授有过清晰和恰当的评
述。
他说：西方犯罪学形成以前，古典学派在刑法上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刑法学是犯罪领域唯一的一门科
学。
它把犯罪只作为法律现象进行研究。
当时是尽可能地扩张法律的构造和刑法学。
历史地和社会地研究犯罪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所以，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犯罪遭到了刑法学理论家们
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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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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