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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有力武器。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
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
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
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
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
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

内容概要

《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是一本系统介绍犯罪学基本理论的学术专著。
不同于以往犯罪学研究的导论与策论，《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不仅全面梳理与系统整合了国内外犯
罪学基本理论的既有知识体系，而且以较翔实的犯罪学资料与文献为基础，对我国的犯罪学基本理论
体系进行了合理的完善。
一方面，《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密切关注中国转型社会的犯罪情势，结合转型社会的犯罪规律与嬗
变趋势，体察各种类型犯罪的实际状况，把握各种犯罪人、潜在犯罪人、被害人、潜在被害人的行为
方式与心理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种犯罪治理策略和措施。
另一方面，对我国以往的各种犯罪治理活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尤其是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历程中，我国
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方式亦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嬗变，由此犯罪治理活动也必然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和
新的改良。
    《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可以用于法学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犯罪学教学，也可以作为犯罪学学术
研究的参考书，还可以提供给从事犯罪治理实践活动的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学习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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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女，1962年生，辽宁省黑山县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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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学院欧盟法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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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刑法学、犯罪学、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
主持教育部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司法部项目、公安部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多项。
出版专著多部，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代表性成果有论文《关于刑事责任的若干追问》、《犯罪学研
究范式论纲》、《从方法到方法论——以刑事科学为场域的反思》，代表性著作：《国际刑法论要》
、《犯罪学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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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狭义的犯罪学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犯罪学可以分为狭义犯罪学和广义犯罪学。
狭义犯罪学通常被认为是研究犯罪原因的科学，其研究的对象为犯罪和犯罪人。
“狭义犯罪学是指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及研究，探讨犯罪发生原因及其规则性
的科学。
狭义犯罪学又称为‘犯罪原因学’，”①美国学者瓦尔德和伯纳德认为，犯罪学就是研究犯罪原因的
科学，它只以犯罪的原因为研究对象。
②　　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认为，犯罪学是刑事法律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阐明犯
罪行为的原因，所以与犯罪侦查学、刑法学、刑事政策学为并列学科。
法国学者居什认为，犯罪学是研究犯罪原因与犯罪规律的科学，并将犯罪学界定为纯理论学科而与作
为应用型学科的刑事政策学相分离。
随着犯罪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开展，居什的观点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
目前犯罪学界通说认为，犯罪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犯罪学理论是犯罪治理实践
的理论指导。
　　法国犯罪学家皮拉德尔进一步发展了狭义犯罪学。
他认为，犯罪学固然应当以研究犯罪行为的形成因素和机理为主，但同时必须对实践问题予以充分的
关注。
如同医学一样，犯罪学除非有它自己的实际功能，否则便没有存在的意义。
由此，他将狭义犯罪学又分为临床犯罪学和一般犯罪学。
所谓临床犯罪学，是指在多种学科的专家协作下，采用类似医学上的临床方法，从医学、心理学和社
会学方面，对犯罪人进行个别研究的科学。
临床犯罪学把犯罪所处的种种环境的结合，看成是犯罪的原因，目的在于把特定罪犯重新犯罪的可能
性降到最低程度。
所谓一般犯罪学，是以概括的观察或抽样调查等方法，对犯罪人和正常人进行对比，把犯罪人不同于
正常人的特殊性作为犯罪原因，以得出一般犯罪因果关系的形式，预见以后事态发展的规律。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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