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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刑事政策》

内容概要

《社会资本与刑事政策》对社会资本在刑事政策领域中的运用进行了全面剖析。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
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概念最先由社会学家提出，后来被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的问题。社会资本理论为刑事政策研
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范式，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社会资本与刑事政策》认为，社会资本与刑事政
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宏观而言，社会资本存量与控制犯罪效果成正比；微观而论，不同形式的社
会资本对犯罪生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相应的刑事政策。因此，从社会资本角度来反思和
发展我国现行刑事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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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明亮，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在《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
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转载。曾多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2006年、2008年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二等奖。个人专
著有：《热点刑事案件理论解读：刑法规范之外的视角》、《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犯罪生成模
式研究》、《“严打”的理性评价》、《审判中的智慧：多维视野中的定罪量刑问题》、《刑事政策
研究新视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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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社会资本概说
一、社会资本研究概览
二、社会资本之内涵：本书观点
第二章 社会资本在刑事政策研究中的命题假定
一、社会资本研究的刑事政策意义
二、社会资本在刑事政策研究中的命题假定
第三章 社会纽带：个体社会资本对犯罪的影响剖析
一、个体社会资本与犯罪生成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经验的论证
二、个体社会资本与犯罪生成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
三、转型时期个体社会资本缺失与犯罪生成
四、培养归属感：弥补个体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五、例外情形：个体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
第四章 公民参与：国家社会资本对刑事政策的影响剖析
一、刑事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
二、犯罪预防中的公民参与
三、刑法适用中的公民参与
四、拓展刑事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措施
第五章 中国社会资本变迁及其对犯罪带来的影响之一：社会转型之前
一、中国社会资本变迁三阶段
二、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与犯罪
三、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资本与犯罪
第六章 中国社会资本变迁及其对犯罪带来的影响之二：
社会转型时期
一、中国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的特点及其对犯罪可能带来的影响
二、增加社会资本与犯罪控制
第七章 社会资本刑事政策意义的进一步阐释：社会支持视角
一、弱势群体犯罪及其刑事政策转变
二、社会支持的分类和功能
三、社会支持犯罪学理论：命题及功能
四、当前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缺乏之表现
五、构建预防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支持系统
第八章 反思现行刑事政策及相关社会政策
一、反思现行刑事政策
二、反思相关社会政策
参考文献
附：鉴定意见（匿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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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社区矫正中的公民参与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
、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
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
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
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上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为了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
文化的发展要求，有必要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鉴于此，2003年7月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通知下发后，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率先开展了社区矫正
试点工作，把被处以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人列为社区矫正的适用
对象。《刑法修正案》（八）则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行刑方式。　　社区矫正从实质上讲就是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充分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促使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社区矫正为公众参与
行刑提供了平台，对实现刑罚效果，预防犯罪再发生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就公众参与而言，还存在
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一是以什么方式让公众参与社区矫正？二是让公众如何参
与社区矫正？　　首先，以什么方式让公众参与社区矫正？笔者认为，北京市的做法值得借鉴①：一
是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合作；二是与心理咨询机构、医院合作；三是与各职业培训机构、公司合作
，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就业介绍；四是与各有关单位合作，建立劳动教育基地；五是
与有关新闻媒体合作，加强对社区矫正的宣传；六是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发动、招募社区矫正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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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比较而言，对犯罪学理论，或者对于犯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作为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社会学要
比其他学科更具潜力。汪明亮博士的大作在这方面又为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用社会资本这个理论工具来研究我国的犯罪问题，这在我国是首创，实际是属于填补空白的工作，对
我国犯罪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王牧）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刑事政策理论，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来考察犯罪的原因、探究控制犯罪对策
、深刻反思现行刑事政策及相关社会政策，寻求解决犯罪问题的出路，大大拓展刑事政策研究的范围
和理论路向，丰富和充实刑事政策研究的内容，是本书最大的亮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
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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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喜欢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政策，特别是刑事政策的书
2、愿此书有助于我哥们早成大家，他的名字叫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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