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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当代中国实证犯罪学专著，也是1995年出版的《当代实证犯罪学》一书的续篇。
全书共发七编二十九章。
作者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国际先进的研究手段，利用计算机的统计分析优势，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结合起来，以研究犯罪规律为主线，对犯罪人构成规律、犯罪动机规律、犯罪行为规律、犯罪类型
规律、重新犯罪规律、预防犯罪规律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构成本书的资料基础的天津犯罪调查，是一项跨世纪工程。
自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每隔3年进行一次，即1990年、1993年、1996年、1999年、2002年等5次大型调
查，持续12年之久。
本书全部统计资料数据都源自这5次大型调查资料的数据库——“天津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
天津犯罪调查采用的是普查方式，调查对象是天津市自1990年至2002年12年间监狱当年新入狱的全部
刑事犯罪人。
因此，它为《当代实证犯罪学新编——犯罪规律研究》的写成，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
    作为当代中国实证犯罪学专项之一，本书有下述特点：第一，研究方法上有突破。
以实证研究为主，将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结合起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体现了在事实中
求是，在调查中寻求规律的精神。
第二，研究的资料比较系统、科学。
本书的基础资料来自同一地区、同一方法进行的持续性调查，调查内容十分丰富全面。
由于全书各章的内在联系，这就在很高程度上加强了这部专著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第三，框架体系结构有新意。
以往的犯罪学专著之框架多是循着“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预防”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框
架模式下已很难实现内容上的突破。
本书则以犯罪规律研究为主线，构建全书框架结构，于是较以往模式有了新意。
第四，对犯罪规律的研究有发展。
书中有许多章节的内容迄今为止仍是我国犯罪学界尚未涉足过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犯罪的中观和微观
规律的研究方面。
综合上述特点，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堪称我国实证犯罪学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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