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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犯罪学原理》一书自2001年8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以来，弹指间已经过了八年。
本书面世后承蒙厚爱，被不少院校作为法学本科生、研究生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也时常为犯罪学教学
和研究人员参考引用，曾先后六次加印，累积发行近三万余册。
作为现行法学学科分类中并非主于学科的学术著作，尚能有为数不少的读者，作者备感鼓舞和鞭策。
　　此次再版，要感谢法律出版社的领导和朋友们的一再催促。
八年间，虽然在犯罪学教学研究中，又积累了一些专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也几次起意修改，但一直
蹉跎未能完事。
2006年自武汉来京工作后，深感再得过且过而不随时局和犯罪形势的变化进行修订，于己于人均有愧
意了。
于是，借助于再版合同的约束力，在原有积累的基础上，近半年来集中精力完成了第二版的增补和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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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94年赴法国访问学习结识犯罪学之后，十余年间研修这门学问已不再是单纯为了工作，而是
有了某种难舍的情结。
本次修改的章节较多，对第一章犯罪学研究对象、第二章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第四章犯罪学的研究
方法、第八章有组织犯罪、第十章犯罪生成概述、第十三章社会反应以及第十五章犯罪预防的价值等
部分进行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正。
同时，对犯罪统计资料也进行了更新。
在体例调整方面，将第一版的导论扩充为第一篇犯罪学概述，再加上增加的章节，总章数由原来的十
章，扩充为现在的十八章，并在一些原有章名下增加了节或目的标题以便于检索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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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远煌，1961年生，重庆市巫溪县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访问学者、巴黎第二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教授、法律系副主任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公安学院党委书记兼犯罪学研究所
所长。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任犯罪学与刑事政
策研究所所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刑法协会中国分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犯罪学、刑事政策和刑法学。
主要学术成果：独著和主编《现代犯罪学的基本问题》（1998年）、《犯罪学原理》（2001年）、《
非暴力犯罪死刑限制与废除研究》（2006年）及《犯罪学》（2007年）等十余部著作，在专业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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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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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学概念三、美国经典学派的犯罪学概念四、狭义犯罪学派的犯罪学概念第二节 犯罪学的内涵一
、关于犯罪人的科学二、关于犯罪行为的科学三、关于犯罪原因的科学四、关于社会反应的科学第三
节 犯罪学概念辨析一、犯罪学概念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二、犯罪学概念具有实质上的统一性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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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二节 犯罪学犯罪概念与刑法犯罪概念的联系一、“等同说”二、“包含说”三、“交叉说”第三
节 犯罪学犯罪概念与刑法犯罪概念的区别一、对犯罪本质特征的认识不同二、犯罪学中的犯罪不受刑
事违法性制约三、犯罪学中的犯罪不对应于刑罚处罚四、犯罪学犯罪概念的一般表述第三章 犯罪学的
地位与任务第一节 犯罪学在刑事科学中的地位一、犯罪学与刑法学二、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三、犯罪
学与侦查学第二节 犯罪学的任务一、为制定反犯罪对策提供依据二、推动刑事立法改革三、指导司法
者正确实施刑法四、帮助培育预防犯罪的社会基础第四章 犯罪学的研究方法第一节 犯罪学研究方法
的特点一、犯罪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整合性二、犯罪学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性第二节 犯罪实证研究方法
一、犯罪实证研究的意义二、犯罪实证研究的步骤三、犯罪实证研究的方法第五章 犯罪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犯罪学发展概述一、古老的犯罪与姗姗来迟的犯罪学二、犯罪学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第二节 18
世纪的古典犯罪学派一、古典犯罪学派的诞生二、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基本主张第三节 19世纪
末的实证犯罪学派一、实证犯罪学派的诞生二、龙勃罗梭的犯罪学思想三、菲利的犯罪学思想四、加
罗法洛的犯罪学思想五、犯罪学实证学派与古典学派的评价第四节 20世纪后犯罪学的新发展一、20世
纪上半叶美国犯罪学的发展二、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反应理论的兴起第六章 犯罪学的主要理论第一节 
犯罪学理论概述一、犯罪学理论的困惑二、犯罪学理论的主要类型第二节 早期的犯罪社会学理论一、
塔尔德的犯罪模仿论二、迪尔凯姆的犯罪学理论三、早期犯罪社会学理论的评价第三节 差别交往理论
一、差别交往理论的分析视角二、差别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三、差别交往理论的基本评价第四节 亚文
化理论一、亚文化理论的分析视角二、亚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三、亚文化理论的基本评价第五节 社会
反应理论一、标签理论二、权力冲突理论三、激进犯罪学理论四、社会反应理论的基本评价第二篇 犯
罪现象论第七章 犯罪现象概述第一节 犯罪现象的属性一、犯罪存在的必然性二、犯罪价值的相对性
三、犯罪控制的有限性第二节 犯罪现象的构成要素一、犯罪状态二、犯罪结构三、犯罪动态第八章 
犯罪现象的类型第九章 犯罪现象的测量第十章 影响犯罪现象的基本因素第三篇　犯罪生成论第十一
章 犯罪生成概述第十二章 犯罪人人格第十三章 罪前情境第十四章 社会反应第四篇　犯罪预防论第十
五章 犯罪预防概述第十六章 犯罪预防的价值第十七章 犯罪的社会预防第十八章 犯罪的情境预防第十
九章 犯罪的刑罚预防余论 刑事政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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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有组织犯罪　　一、有组织犯罪概念　　（一）有组织犯罪概念的一般表述　　“有组织
犯罪”作为一个大众性专有名词，在国际上有统一的英文表达“OrganizedCrime”；但对这一概念的
界定，不仅在各国学术界和各国官方文件中无公认的定义，而且即使在一国内部的理论界乃至同一国
家的不同官方文件中也不存在统一的定义。
在国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存在行为概念说、功能概念说、结构概念说以及广狭义概念说等诸
多观点。
①　　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组织犯罪定义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际刑警组织经多次修改
后所形成的相对狭义的定义：“任何具有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
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
”②另一类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有组织犯罪所下的相对广义的定义：“有组织犯
罪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
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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