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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上，工业革命将人类带人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犯罪便逐渐演变成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痼
疾。
侦查与犯罪经过300多年的较量，这一痼疾非但没有根治，反而日趋严重。
高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影响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同时，也使犯
罪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和类型。
总体而论，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公共安全领域传统（原始
）犯罪手段和技术实施杀人、放火、抢劫、盗窃、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的现象，在刑事案件中还会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在有组织或黑社会性质等新型犯罪中，传统犯罪手段和技术不断被新的犯
罪手段和技术所取代，高科技犯罪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虽然高科技犯罪和其他犯罪相比数量还不算多，但上升幅度特别大。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装备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
国家秘密，制作、传播病毒和黄色、淫秽、反动信息，破坏计算机程序和功能，利用计算机赌博以及
仿造、变造信用卡等高科技犯罪，不仅上升幅度继续增大，而且还将涉及高科技各个领域。
我国对外开放方略已定，随着国门打开，国外新的犯罪类型及其手段还会大量涌进来，由于计算机、
网络和电信媒体的迅速发展和扩大，这一演变将愈演愈烈。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如何提高社会公共安全防范、侦查和控制犯罪的能力，遏制住日益增
长的犯罪势头，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就是动手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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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极具挑战性的题目，有学者将其称为证据法
学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刑事证明标准的著作。
    本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刑事证明标准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刑事政策与证明标准、推定与
刑事证明标准；利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决定刑事证明标准的因素；从心理学、逻辑学、概率三个
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表达。
本书认为对刑事证明标准不应当仅限于整体性的研究，更应当注重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差异性研究。
由于刑事证明标准在表达与理解上存在困难，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复杂性，除了在立法上对刑事证明标
准进行差异性的规定以外，还应当确立判例指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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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毒品犯罪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基本绝迹。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毒品犯罪又日益猖獗，危害越来越严重。
毒品犯罪和反毒品犯罪一直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利用高科技手段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甚
至以暴力抗拒毒品检查和以武装掩护毒品走私将是今后犯罪领域突出的问题之一。
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也逐年上升，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随着国外、境外黑社会势力对国内的渗透活动越来
越频繁，境内外黑社会势力互相勾结，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甚至
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各种恐怖活动，将对我国公共安全和治安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盗窃犯罪历来是主要的犯罪类型，发案数量多，影响面广。
由于盗窃作案方法和工具的日趋智能化、现代化和高科技化，盗窃金额将会越来越大。
例如，工业窃密活动，可以是从外部擅自进入计算机系统，或外部人员利用技术搜集有价值的信息并
把信息秘密地传送给竞争者。
有时，擅自使用计算机系统和擅自进入计算机系统可能同时发生，要想进入计算机系统就必须使用计
算机系统，一旦进入计算机系统就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实施其他犯罪或掩盖犯罪者的真实身份。
有的犯罪分子擅自阅读、复制或存录计算机数据，像一般的偷盗一样擅自阅读、复制或存录数据，危
害后果是造成受害一方的价值损失。
虽然，有的非法入侵电脑系统并无犯罪行为的发生，但更多的是通过操作计算机系统从事非法活动，
这一切行为都威胁着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诈骗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网络世界的诈骗犯罪借助现代通信网络技术作案，手段更
加隐蔽狡猾。
有的采用电子手段控制划拨资金的去向，或者向技术使用者提供假信息以骗取他们的资金或资产。
此种犯罪可能是由内部人员实施的，也可能是由擅自进入私人系统或在公共系统上传播假信息的外部
人员实施的。
在信用卡犯罪方面，最常见的是盗取他人信用卡号码口令骗取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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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科技手段在公共安全控制领域的应用》：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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