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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受《中国刑事法学系列丛书》编委会的委托，由武汉主编，组织公安、检察机关和政法、公
安院校的专家教授，各按其专业分别撰写，由独立的十二个章系统组成。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然会产生与现代化相伴而来的问题。
其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希望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享受更高质量生活的期望和现代化社会日益上
升的刑事案件对人民的生活造成的威胁和危害之间的矛盾。
这对矛盾能否得到解决，能在怎样的程序上得到解决，是中国能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迈进的关键
之一。
刑事侦查就是解决这对矛盾的一把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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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汉，1921年生，1944年毕业于圣翰大学，1943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华中局、华东局干部。
上海解放初期任军管委员会政法秘书，市长秘书、上海公安局侦察科长。
后因受“潘汉年案”珠连而被免职。
1978年彻底平反，调华东政法学院任侦察教研室主任，编写了我国第一本犯罪学教材，创建了我国第
一个犯罪学教研室、犯罪学系和犯罪学学会。
曾任联合国预防犯罪委员会中国委员。
现任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校务委员、研究生导师组长，上海犯罪学会常务副会长，联合国刑事司法处
亚洲咨议，《犯罪研究》杂志主社长兼主编。
曾出版专著及主编书籍八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最近获司法部行政一级金奖章，1999年被授予功勋教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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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刑案预审——侦查终期的深层突破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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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犯罪行为必有其结构要件　　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而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由不同的
元素及不同的排列方式．以及在不同的内外条件交互作用中进行媾合组成一个个不同的个体物质。
这种个体的结构，表现为内含的元素和外延的形态不同，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各种物质个体及其特有的
特征。
同是金属，同是气体，同是人类，同是工具和物品，由于个体的特定内含结构和外延形态的不同，结
成各自不同的个体，甚至生长在同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也无一绝对相同。
关于物质形态已在前面文章作了较详尽的阐述，在此仅就物质的结构特征作如下简析。
　　首先要阐述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关于自然界层次结构的概念，作为本文的理论依据和基础
。
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从自然界错综复杂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物质形态的总体中概
括出来的，人类对于物质层次的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
科学家为解开物质结构之谜，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关于自然界层次结构
观念的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
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物质结构时所指出，“关于物质结构不论采取什么观点，下面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
：物质是按质量的相对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的，界限分明的组⋯⋯可见的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上的
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大粒子、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
正是这些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纵横交错的不同系统和不同层次，构成自然界客体的千差万别的结构图
景。
研究事物的层次结构及其要件和要素，是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课题；而刑事犯罪行为更是纷繁交错，
因而必然更加认真分辨其“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行为结构，才能准确认定罪类和区别其中各种令人
一时难于认知的细节特征。
无论犯罪分子手法如何狡猾，行为如何隐蔽，情节如何掩盖，但由于犯罪行为是一种能为人所感知的
物质运动，只要能掌握住其实际存在的特定的行为结构、要件或要素，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可以认知而
侦破的。
　　现代自然科学的物质层次结构论，指出物质本身内在的结构层次性，这一科研成果表明：世界上
的任何物质都是由其内部的必然要件或要素，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组成有序的有机整体，上
述内部要件互相作用的方式或程序的总和，就是这一特定物质的结构。
而犯罪行为既然是整个世界的物质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分析、研究、最终掌握犯罪行为层次
结构要件，就能自犯罪行为的外在表现中，从掌握其结构开始而认知犯罪的实质和动力定型，从而确
定采取的相应对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侦查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在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回眸二十世纪的历程，在惊叹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人们生活日新月异的同时，亦为环境污染、毒品泛滥、青少年犯罪猖獗的一面扼腕。
而此“三大国际灾害”或与犯罪有联系或直接就是犯罪或本身构成犯罪的主力。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社会治安与犯罪问题，却叫人忧心忡忡。
尽管我国政府竭尽全力打击犯罪，并采取了综合治理的措施，但结果还是不尽理想。
这就有必要深入研究犯罪产生的根源，检讨治理犯罪的手段。
　　深入研究犯罪产生的根源，目的在于寻找作为社会病之一的犯罪发生的病根、病因，从而对症下
药，有的放矢地治理犯罪。
近二十年来，我国犯罪学界的同仁们殚精竭虑，对犯罪根源、原因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研究，初步取得
了共识。
犯罪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诸多致罪因素的简单结合，而是
各种致罪因素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多质多元多层次多变量的罪因系统。
这就告诫我们，犯罪的存在是客观的、复杂的，也是长期的。
　　检讨治理犯罪的手段，目的在于寻找出控制与减少犯罪的最有效的方法。
针对犯罪根源及原因的客观性、综合性，治理犯罪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
而综合治理的关键是预防和打击。
过去，在司法实践中只重视了打击，忽视了预防，是不对的。
为此理论与实践部门的同志对预防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如前司法部
部长、现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预防犯罪通鉴》。
现在，在犯罪研究中，重视了预防，忽视了打击，也是不对的。
因为打击与预防两手，均需要理论的指导，从某方面而言，打击更需要理论的指导。
　　基于上述的认识，结合我国犯罪学研究的进程，我们在系统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犯罪学基础理
论、犯罪原因和预防犯罪的理论著作之后，决定对治理犯罪中打击环节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从犯罪学角度而言，“打击”犯罪的理论，即刑事司法机构——公安、检察、法院和监狱——运用刑
事法律揭露证实犯罪、准确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罪犯的科学体系。
由于此类学科理论研究的犯罪，严格局限在刑法典确立的法定犯罪之内，又由于此类学科理论研究的
核心是如何科学地运用刑罚，以便充分发挥刑罚惩罚与改造罪犯的一般与特殊预防功效。
此外，由于此类学科理论的研究既重点研究现行刑事法律(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同时又不仅
囿于此，更要研究如何制定、运用与操作刑事法律的刑事政策、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
　　关于《中国刑事法学研究丛书》的酝酿起于1996年，1997年，经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副
秘书长联席会议通过，将其列入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九五”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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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研究了治理犯罪中打击环节的理论问题，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整合性与建设性；在实践上
具有吸纳性、操作性和导向性；在立法上有检讨性、完善性与前瞻性。
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套专门论述刑事法学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是对学科内容的整合与学科队伍的整
合；是对刑事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内容的建树；是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已取得的成功经验吸纳；强调
学术研究的运用价值与可操作性；同时对实践有指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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