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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犯罪是社会的一扇窗户，犯罪波动乃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总体犯罪形成与社会结构形态密切相
关。
本书取名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旨在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背景，深入揭示犯罪形成机制，力
求建构拥有专业知识特征的犯罪原因理论。
立于这一视角，对于全书的知识体系可以依循如下逻辑路径展开：序论，是对我国犯罪学研究实然的
写照与犯罪学研究应然的期待；第一章犯罪学的知识结构与第二章犯罪学的研究方法，阐释犯罪原因
理论建构的学科知识背景；犯罪原因理论建构的根本前提，应当理清犯罪的基本蕴涵，第三章犯罪本
质与第四章犯罪分类对此予以阐释；犯罪现象系属犯罪原因理论建构的一项重要实证基础，第五章犯
罪现象描述基础，阐释犯罪现象描述的一些基本知识；第六章总体犯罪的犯罪率波动状况、第七章暴
力犯罪的犯罪率波动状况、第八章青少年犯罪率的波动状况、第九章有组织犯罪的现实状况、第十章
职务犯罪的现实状况，阐释我国社会结构形态背景下的犯罪具体现实；任何理论均是先前知识的承继
与发展，犯罪原因理论的建构固然有其前人成果的基础，由此第十一章十九世纪犯罪原因理论、第十
二章社会结构理论、第十三章社会化过程理论、第十四章冲突理论，阐释现代犯罪原因理论的发展轨
迹；犯罪原因理论建构在知识内容与理论视角上有其基本规则，第十五章犯罪原因理论的应有观念就
此予以阐释；第十六章犯罪原因的各别因素，阐释犯罪形成机制的构成要素，这是犯罪原因理论的细
胞；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具体阐释犯罪形成机制的核心命题，其中，第十七章犯罪原因社会结构理论
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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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取名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旨在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背景
，深入揭示犯罪形成机制，力求建构拥有专业知识特征的犯罪原因理论。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亦系立于较为系统的犯罪学理论平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的
关系的深入揭示。
　　犯罪是社会的一扇窗户，犯罪波动乃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总体犯罪形成与社会结构形态密切相
关。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取名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旨在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背景，深
入揭示犯罪形成机制，力求建构拥有专业知识特征的犯罪原因理论。
立于这一视角，对于全书的知识体系可以依循如下逻辑路径展开：序论，是对我国犯罪学研究实然的
写照与犯罪学研究应然的期待；第一章犯罪学的知识结构与第二章犯罪学的研究方法，阐释犯罪原因
理论建构的学科知识背景；犯罪原因理论建构的根本前提，应当理清犯罪的基本蕴涵，第三章犯罪本
质与第四章犯罪分类对此予以阐释；犯罪现象系属犯罪原因理论建构的一项重要实证基础，第五章犯
罪现象描述基础，阐释犯罪现象描述的一些基本知识；第六章总体犯罪的犯罪率波动状况、第七章暴
力犯罪的犯罪率波动状况、第八章青少年犯罪率的波动状况、第九章有组织犯罪的现实状况、第十章
职务犯罪的现实状况，阐释我国社会结构形态背景下的犯罪具体现实；任何理论均是先前知识的承继
与发展，犯罪原因理论的建构固然有其前人成果的基础，由此第十一章十九世纪犯罪原因理论、第十
二章社会结构理论、第十三章社会化过程理论、第十四章冲突理论，阐释现代犯罪原因理论的发展轨
迹；犯罪原因理论建构在知识内容与理论视角上有其基本规则，第十五章犯罪原因理论的应有观念就
此予以阐释；第十六章犯罪原因的各别因素，阐释犯罪形成机制的构成要素，这是犯罪原因理论的细
胞；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具体阐释犯罪形成机制的核心命题，其中，第十七章犯罪原因社会结构理论
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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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位的彰显，而这些又是以犯罪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全面与根本的提升为前提的。
　　犯罪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建构，是犯罪学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犯罪本质、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的主要内容，其中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
；而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有其基础理论与基础理论的具体应用，总体问题与具体问题应
当有其层次性。
有鉴于此，对于犯罪学理论体系可以作如下的具体展开：犯罪学总论；犯罪学专论。
其中，（1）犯罪学总论：主要阐述犯罪学的基础理论，从各类犯罪整体的视角分析犯罪学的基本观
念。
主要包括：犯罪学导论。
复分为：犯罪学概述、犯罪学研究方法、犯罪学形成与发展等；犯罪本质论，复分为：犯罪概念的基
本层次、犯罪学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犯罪概念、犯罪学的犯罪本质、犯罪学的犯罪分类等；犯罪现象论
，复分为：犯罪现象的表现形式、犯罪现象的具体测量、犯罪现象的客观状况等；犯罪原因论。
复分为：犯罪原因理论的演进、犯罪原因的基本观念、犯罪原因的各别因素、犯罪原因的理论建构等
；犯罪对策论，复分为：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刑事处置（犯罪的刑罚处罚、社会危险行为的保安处分）等。
（2）犯罪学专论：主要阐述犯罪学的特别理论，从犯罪个别类型的视角分析犯罪学的具体知识。
主要包括：犯罪主体类型，复分为：职务犯罪、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流动人口犯罪、重新犯罪等
；犯罪行为类型，复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性犯罪等；犯罪特殊类型。
复分为：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高新科技犯罪、环境犯罪等。
2．犯罪本质与犯罪现象犯罪本质是犯罪学研究的基础问题，应当引起犯罪学理论的足够重视。
犯罪学研究犯罪本质，重在揭示犯罪本质的事实意义，探索犯罪的刑法界定的社会本源。
具体可以基于如下层次议题展开：（1）犯罪概念的层次：正确区分犯罪的形式界定与实质意义，明
确犯罪学犯罪本质与刑法学犯罪本质的联系与区别，揭示犯罪学犯罪本质的内涵从而为规范刑法学的
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2）犯罪观念的相对：犯罪是特定主体的界定，而不同主体又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这意味着在同
一时空中，①不同个体对于犯罪的界定具有差异，不同群体对于犯罪的界定也存在差异。
（3）法定犯罪的定位：尽管社会的犯罪观念存在着冲突，但是为了构建一个有序的社会，必然要有
一个相对统一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从而国家以其优越的地位与权力，确立与倡导社会的主
流规范，具体设置犯罪的边界与内容。
②（4）法定犯罪的应然：法定犯罪由国家规定，这是相对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国家应当如何设置
犯罪，或者说，应当将哪些行为规定为犯罪。
这就需要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角度，探索犯罪的应然边界（应然刑法的犯罪边界）。
（5）应然犯罪的根基：应然犯罪的终极基础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应然犯罪。
这是基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应然犯罪的社会结构平台，也意味着应然的犯罪，有其社会的必然的
意义。
（6）犯罪的时空差异：犯罪概念也具有时空的差异。
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于犯罪有着不同的界定；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对于犯罪的界
定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整体犯罪下的各种犯罪设置范围上的差异，而且表现在具体
犯罪下的具体内容设置上的差异；时空差异也使对于自然犯的具体意义的探讨，有了更为明晰的思路
。
　　犯罪现象是犯罪学研究的又一基础问题，对此应当力求予以科学方法的展开。
犯罪现象重在描述法定犯罪的现实表现，合理地展示犯罪现象的客观状况。
对此，应当注重如下的焦点路径：（1）犯罪现象数量描述：基于犯罪现象的整体数量③与类型数量
④、犯罪现象的总量指标①与相对指标②等等，展示犯罪现象的数量状况。
（2）犯罪现象数量分析：基于犯罪现象的数量状况，正确阐明这种数量状况所蕴涵的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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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3）犯罪现象个案描述：基于典型个案的历时性的描述④、共时性的描述⑤、比较性的描述⑥等
等，展示犯罪现象的个案状况。
（4）犯罪现象个案分析：正确阐明个案状况所蕴涵的实质意义。
个案只是一种典型示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有待量的说明；个案事实对于犯罪现象的展示，也是多
侧面的，从而应有考察的具体视角。
（5）整体与类型的特征：有时一些犯罪特征与具体犯罪类型有一定关联，因此，应当特别注意某种
现象描述所蕴涵的具体意义。
立于整体犯罪表述犯罪特征，其内容应当是说明整体犯罪现象的共性表现，易言之，不能以类型性的
犯罪特征作为整体犯罪状况的佐证。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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