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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我国制
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这一规划，对于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成就，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成果，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设计和描绘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
在教育领域，国家已经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不懈努力。
在司法行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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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司法警官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2：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司法警官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在认真总结我国司法工作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继承性、前沿性和应用性，同时有选择地吸收国外的相关理论
和经验，全面、系统、科学、规范地反映我国司法实践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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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劳改管理系，分入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任教；1991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教师本科班，199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3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二十多年来，先后出版的专著有《罪犯心理矫治策论》（独著）、《剖析罪犯心理的艺术》（合著）
、《罪犯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合著）、《犯罪心理学教程》（合著）、《人文关怀下的罪犯心
理矫治》（合著）、《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合著）；主编和参加编写的有《社区矫正概论
》（主编）、《基层法律服务教程》（主编）、《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应用技术》（主编）、《犯罪心
理学》（副主编）、《服刑人员个案矫正技术》（副主编）、《律师谈违约损害赔偿》（参编）、《
狱政管理》（参编）、《来自监狱的报告》（参编）、《罪犯心理矫治》（参编）等书；主持和参与
省、部级及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人文社会科学课题14个；先后发表专业论文80多篇
。
现为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学报编辑部编辑，河南省法学会法制心
理学研究会秘书长，河南省青少年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主要从事法制心理学、监狱学和刑事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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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的力量充其量只具有微量的影响，比不上个人因素及背景因素的重要，因此他认为“标签是越轨
行为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二是许多越轨（犯罪）者从事他们的职业，主要是因为越轨（犯罪）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回报，或者
有与标签越轨无关的其他理由。
即使标签可能是变成越轨者的部分原因，但它不能解释最初的越轨行为。
　　2.越轨行为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贴标签者　　批评者指出，标签理论似乎把所有的越轨行为的
责任都怪罪到贴标签者的身上，而把越轨行为视为是无辜的受害人。
正如罗纳德（Ronald Akers）所说：“读此类文献时，我们似乎得到一个印象：有一个人走在街上，心
中盘算着自己的私事，突然间，社会对他重重地迎面一击，并把一个玷污的标签贴了上去，然后他就
毁了。
”事实上，那些越轨行为者，十分清楚他们正在干些非法的勾当，甚至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引以为豪
。
而标签理论却把他们看成是被动的，毫不知情的无辜者。
其实，若非他们先做出了法所不容的行为来（例如：谋杀、破坏公物、逃学），社会机构怎会对他们
加以处置呢？
　　所以，批评者指出，标签理论片面强调人们心理上的反应，而忽视社会问题的本身的性质，不去
研究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对问题的主观评价上，因而，它无助于从根本上
解决和正确处理越轨行为。
至于说标签理论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某些统治集团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将莫须有的“越轨”罪名
强加于被统治者身上，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批评者又指出，在强调贴标签这一主动过程时，标签理论者忽略了导致被界定为越轨行为的过程
。
这是因为，把某些活动标定为越轨行为并不完全是武断的；在社会化、态度与机会上的差别，影响了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从事可能被界定为越轨的行为。
例如，来自贫困家庭背景的儿童，就比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可能从商店偷东西。
这并不是贴上标签导致他们最初偷东西，而是他们所来自的社会背景的使然。
　　3.贴标签是否一定会引发“越轨生涯”　　批评者指出，标签理论不应假定一个人一旦被指称为
越轨者，就必然会被逼上梁山，而表现出越轨的行径且坚持到底。
　　贴标签是否确实具有促进越轨行为的效果这一点还不清楚。
过失行为往往促使人们沿着所定罪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贴标签本身导致的结果吗？
其他因素，如与其他过失者交往的增加或对新犯罪机会的了解，可能也与其有关。
　　此外，标签理论并未有效地说明，为什么某些人会因被扣上标签而继续其越轨行动，而其他人则
不会。
威福德认为，受标签后个人自我形象的改变对实际行为的改变影响力相当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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