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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岳平编著的《当代中国犯罪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同犯罪学的知识现象为问题点
，分别以20时纪80年代、90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的前10年为分类年轮，确立了犯罪学发展的三个时期
：犯罪学的初创时期、巩同和稳步发展时期以及进入21世纪后前10年的学科扩展之路。揭示住不同的
历史时期内，犯罪学的问题意以与知识逻辑的变迁是怎样蕴含在学科箍质、问题意识和知识场遇中，
以及犯罪学知识的勃必和消沉与社会意涵的关联。《当代中国犯罪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突破犯罪学
研究的学术传统，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展示了犯罪学知识的生产、生产者、知识
变迁等破社会意涵所构递的知识现象图景，并认为犯罪学创新发展的契机与知识和社会的互构模式有
着密切的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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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岳平，女，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教授，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犯罪学教研室主任，
刑法、犯罪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犯罪学会常务理事、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律师。主要
研究方向：犯罪学、刑事法学、法社会学。1996年至1997年9月为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夏洛特分校刑事
司法系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犯罪学和刑事法学教学、科研以及法律实务，独著和参著《法社会学经典
著作评述》、《新型犯罪法律适用研究》、《刑事诉讼》等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当前我国犯罪学
本体发展的反思与抉择”、“功利追逐与价值回应——范式、话语权与科学共同体中的犯罪学”、“
立法过程中部门利益关系及对策研究”等论文30余篇，主持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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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犯罪学知识的社会场域，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反应了犯罪学本身在新时期对学科应用性目标追逐
中与学者知识表达的联动效应。但我们也看到，在社会场域，除非犯罪问题有社会关注引发为社会性
热点事件，犯罪学的场域通道才会比较顺利，否则，犯罪学在社会场域的关注和影响仍然处于边缘化
，犯罪学对立法机构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影响也甚微，犯罪学应对此倾注更多地关注。　　2.学术场域
渠道得到扩展　　这一时期，犯罪学知识表达的场域仍然呈现为学术场域的活跃，学界每年一届的常
态化学术年会所设置的主题研究，成为推进犯罪学知识产出、问题意识的方向型坐标，凸显了学术平
台的重要作用。凭借这一平台，学术场域的渠道在扩展，首先，犯罪学会已经有能力将每届研讨会以
论文集的方式出版；其次，更多的犯罪学研究论文刊登在各法学杂志期刊中，尤其是自2002年开始，
由中国犯罪学学会主编的《犯罪学论丛》，每集收纳的均是多年犯罪学学术研讨会的重点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代表着犯罪学每年的学科问题意识和研究主题的风向，并且，论丛每集收纳的论文共计约50
万字，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同时，相关期刊也成为犯罪学的学术场域，如《犯罪改造与研究》、《中
国刑事法杂志》、《犯罪研究》以及全国各主要法学期刊、各大学学报社科版也在逐步增加对犯罪学
论文的刊登；《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虽然未能为犯罪学列出专刊，而仅是将犯罪学研究归纳到《刑事
法学》专刊中，但在其后的索引中，也为犯罪学单独列出了索引目录。特别是近年年来，一些刊物专
门在栏目上辟出犯罪学研究的专栏：如《犯罪研究》在2010年开设的《犯罪学茶楼》栏目，专门刊登
犯罪学本体与发展的探讨；在这之前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也辟出了“犯罪学视点”的专栏；而
于2008年成立的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以及随之编辑出版的《犯罪防控论丛》，成为我国犯罪学界
的一件大事，成为犯罪学研究基地及成果表达的新的学术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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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岳平编著的《当代中国犯罪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内容介绍：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我国知识学科来说
，知识现象和知识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社会的转型不仅催生了多元知识的发展
与变迁。同时也可能在社会转型所特有的选择性知识现象规律下，使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产生调适和碰
撞危机并成为知识社会特有的知识现象。这一现象与社会的转型又有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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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商品比较枯燥
2、还在看。才200多页，定价42，太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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