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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中国，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社会的基本问题。
如何控制犯罪？
如何控制转型背景下的犯罪？
如何在不影响社会转型的前提下控制犯罪？
这不仅是重大实践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犯罪控制：动态平衡论的见解》在分析当前我国犯罪控制实践基础上，借鉴学界已有的重要成果，
提出犯罪控制的动态平衡主张，认为犯罪控制应当是根据引发行为人犯罪的原因建构抗制性的措施，
寻求引发行为人犯罪的原因与犯罪抗制对策之间的对抗平衡关系。
这一主张的基本特点在于从社会治理中寻求犯罪控制的途径。
这一主张的优点在于其不仅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而且能够支持社会的转型，保证新的社会稳定模
式的发育。
　　围绕动态平衡论，《犯罪控制：动态平衡论的见解》从这些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第一部分，
《犯罪控制：动态平衡论的见解》力求运用翔实、可靠的资料，反映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
在这一部分，本书主要采用实证方法，从犯罪数量、犯罪种类、犯罪规模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在第二部分，本书使用历史的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犯罪控制的实践，特别是政策调整进行了回
顾。
在这一部分，本书认为我国当前犯罪控制的实践有三个特点：重视犯罪控制专门组织机构的建设；犯
罪控制主要在社会治安领域进行，越来越重视对犯罪的预防；犯罪控制的基本动力源于国家。
　　在第三部分，本书归纳了当代我国学者所提出的主要犯罪控制主张，并逐一进行了分析。
在这一部分，本书使用了文献检索的方法，检索了近年来我国有关犯罪控制的重要主张，并对这些主
张，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论、犯罪代价论、社会保障论、化解阻断模式，结合犯罪控制实践进行
了价值分析。
　　在第四部分，本书从犯罪的基本问题出发推出犯罪控制的动态平衡论。
在这一部分，本书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从三个先验命题，即犯罪的社会现象性、行动的外在根据性
、动态平衡态势存在的普遍性，进行推导，导出了不能设计与制定旨在消灭犯罪的制度，犯罪控制是
国家与社会处理犯罪问题的最佳选择，犯罪控制应当主要通过控制引发犯罪发生的外部因素实施，犯
罪控制的社会行动目标是将引发犯罪发生的外在原因控制在社会均衡发展的框架内，犯罪控制是一种
灰色控制，犯罪控制是一种动态的活动六个命题。
这六个命题是犯罪控制动态平衡论成立的基础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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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转型社会如何控制犯罪（一）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而且上升较快（二）犯罪种类
有所变化、有所增加（三）犯罪规模有所发展二、实践上的探索：政策、法律与指导观念（一）遏止
犯罪的实践：从“严打”到“综合治理”（二）当代中国犯罪控制实践的主要特点三、理论的反思：
生长中的本土犯罪控制主张（一）学界的重要主张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论2．犯罪代价论3．社会
保障论4．化解阻断模式（二）对上述主张的思考1．究竟如何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定位2．有为与无为
，如何选择3．面对“片面而深刻”思维范式的困惑4．“紧张”的启示四、回到原点：动态平衡论的
导出（一）犯罪的社会现象性（二）行动的外在根据性（三）动态平衡态势存在的普遍性（四）几个
推论五、如何控制犯罪：动态平衡论的基本主张（一）构筑犯罪抗制关系1．犯罪如何发生2．犯罪如
何抗制（二）构筑犯罪抗制的平衡关系1．-个初步的哲学上的解释2．源于历史的理性3．动态平衡态
势本体论上的解释（三）构筑犯罪抗制的动态平衡关系（四）动态平衡论的特点六、基本措施：动态
平衡论关于犯罪抗制观点的展开（一）当代中国社会引发行为人犯罪的主要外在因素与关系1．直接
引发行为人犯罪的主要外在因素与关系2．间接引发行为人犯罪的主要外在因素与关系（二）当代中
国社会抗制犯罪的基本措施1．关于对诱引行为人犯罪的“财产性的外在因素与关系”的抗制⋯⋯七
、动态平衡论的社会转型价值主要参考文献（按引文前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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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对上述主张的思考　　上述主张面对社会现实，对当前的犯罪问题做出自己独立地思考，
颇具有开启他人思智的意义。
受上述论者启发，在这里我谈谈我的想法。
　　1.究竟如何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定位　　与单纯依靠“严打”的模式进行犯罪控制相比，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更可能实现对犯罪的控制，因此，无论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都予以
了充分肯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国在新时期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的根本出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
由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犯罪控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有论者认为，我国犯罪未得到有力
的控制是因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措施未落实，制度不完善。
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只要保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或者说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就可以控制我国正在蔓延的犯罪？
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涉及到国家犯罪控制的政策架构：如果依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
策足以控制犯罪，国家与社会只需抓住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关措施与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
，就可以控制犯罪；如果仅仅依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还不足以控制犯罪，国家与社会就需要在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基础上针对犯罪原因制定新的犯罪控制政策。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犯罪控制关系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寻求经验上的答案。
虽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已经实践了十年有余，但十年的实践并不足以说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否控制
犯罪问题：首先，现在推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折损，文本上的措施
与实践上的措施有一定距离。
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寻租”概念，从而使我们注意到在政策推行中由于集体理性中固
有的“搭便车”现象，政策在执行中要打折。
何况国家与政府权力运作难逃以下规律控制：其一，不完全控制律。
科层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结构来维持和运作的，在这种结构中，每一层次的官僚机构都无法实现
对下层的完全控制，因为他所获得的支持决策的信息都经过下层出于私利考虑的过滤。
其二，控制消失律。
在大组织中，维持组织运转所耗费的资源是十分巨大的，信息不完备体现得尤为明显，下层官僚可以
利用监督的困难，通过对来自上面的信息进行反扭曲来摆脱控制。
其三，反控制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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