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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犯罪学研究形成与发展》内容简介：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国外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旧中国随着一些先进人士向国外学习，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将其传人中国。最初主要是译介国外
的犯罪学论著，进一步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撰写了犯罪学著作，并在高等政法院校开设了这门
学科。然而，在新中国犯罪学却是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复苏或者说是逐渐形成的，直至1992
年4月27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宣告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犯罪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组织起来，全面深入地发展阶段。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成立，凝聚了犯罪学研究相关
领导和部门、各界热心人士及犯罪学研究众多同志的心血。它是在经历了五年的艰苦筹建和学术研究
方面的多年积累，才取得的如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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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犯罪预测的重要性
下篇 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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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外法学》双月刊和我编译出版的上述两部资料性著作，为研究国外青少年犯罪及其对策提供
了珍贵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于1981年为本科生开设了《国外少年司法制度》。
更进一步结合中国青少年犯罪的实际情况，于1982年创建了“青少年法学”这门崭新学科。“青少年
法学”是一门研究青少年犯罪、治理青少年犯罪以及青少年立法等问题的犯罪学分支学科。在教育
部1984年5月于武汉召开的高等政法院校课程设置会议上被确认为有条件的高等政法院校皆可开设此课
。从1984年开始北京大学法律系招收了专门研究青少年法学的硕士研究生，受到了青年学子的热烈欢
迎，报考人数之多，成绩之好，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与赵可合著
的《国外青少年犯罪及其对策》，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撰写的《青少年法学》专著，
同年我与郭翔同志主编的《青少年法学概论》和《青少年法学参考资料》，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
版，作为两校开设“青少年法学”的试用教材和参考书。为了配合我国青少年立法工作的需要，我还
撰写了《青少年立法论》于1990年由黑龙江省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7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首开
“犯罪学”课程，同年成立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法律系犯罪学教研室，并招收了硕
士研究生，从1991年开始招收了全国第一位犯罪学的博士研究生。1992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
主编的《犯罪学通论》一书，谨以此书献给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成立。1992年4月27日由我任会长的中
国犯罪学研究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并立即制定了五年学术研究规划，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组织了一支由247人组成的撰写《犯罪学大辞书》的队伍，用了近3年时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一部360万字的《犯罪学大辞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它不仅是我国，甚至也是当今世界犯罪学研究
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独创性，达到了探索犯罪学范畴，统一犯罪学名词、用语
和概念的写作宗旨。它所确定的“绪论”（即犯罪学概念、研究方法等）、“犯罪现象论”、“犯罪
原因论”、“犯罪对策论”的四论理论体系，在许多犯罪学专著和教材里被采用，得到了全国绝大多
数犯罪学者的赞同，许多词条被广泛引用。因此，《犯罪学大辞书》的出版，推动了我国的犯罪学研
究发展。应该说在中国犯罪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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