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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作为教学的主要工具，既是联系教与学的有效传媒，也是学科与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
学科与课程改革发展成果的凝结与体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始终将教材建设作为学校教学建设的基础
工作来抓，并使之在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确保公安人才培养目标实现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现行本科专业公安业务教材大多数是依据学校“十一五”教材建设规划编写
的，这些教材体现了从重视知识传授向重视能力培养转化；注重贴近警务实战，强调理论性与系统性
，取得了较好的使用效果。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及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推进，党中央和国务院
对于包括公安院校在内的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并对教材建设等教学基本建设提出了
更为具体的要求。2003年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公安教育训练正规化，构建公安特色教
育训练体系，提高公安高等教育水平的要求，而进一步加强公安专业教材建设正是公安教育训练正规
化的重要内容。200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
高[2005]1号）明确要求：“加强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紧密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的具体需要，制定了《“十一五”教材建设规划》，并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
教材编写工作。

Page 2



《*西方犯罪学概论》

内容概要

《西方犯罪学概论》作为教学的主要工具，既是联系教与学的有效传媒，也是学科与课程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学科与课程改革发展成果的凝结与体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始终将教材建设作为学校
教学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并使之在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确保公安人才培养目标实现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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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认为有害的行为。因为刑法反映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信念和意见，因此刑法中关于犯罪的规
定就应当是社会成员对犯罪的一致看法。而犯罪的定义一旦被刑法所规定，则应适用于社会中各阶层
的所有成员，这也意味着任何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都会受到刑罚的处罚。所谓对犯罪的
冲突论解释，认为刑法上的犯罪是一个为了保护资产所有者和上层阶级的地位而损害穷人利益的政治
概念。冲突论者将社会看成是一个由不同阶层和群体组成的集合体，而刑法只是保护上层阶级免受下
层阶级侵害的工具。在这样的刑法规定下，主要由下层阶级成员实施的街头犯罪较上层阶级成员实施
较多的白领犯罪更易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冲突论者主张犯罪定义中应当包括那些真正的犯罪，如
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侵犯人权、色情、毒品滥用和赌博、贪污、腐败、环境犯罪、垄断价格等行为
，甚至还应当包括不适当照料儿童、不提供适当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未能提供达到标准的居住和医
疗条件等。只有这样的犯罪定义才是由社会共同的道德观念决定的，才能减少或消除人们对社会分裂
的恐惧。所谓对犯罪的互动论解释，认为现行的犯罪定义反映了在特定司法区域内拥有社会权力的人
们的偏好和意见，这些人可以利用其影响力通过立法把自己的是非标准强加给社会中的其他人。而犯
罪实际上就是违反这样的社会规则的行为，或者说是被贴上违法标签而被宣布为非法的行为。一些行
为并不是因为它本质上的邪恶或不道德才成为犯罪的，而是因为社会的标定才成为犯罪的。在互动论
者看来，刑法是道德卫道士们信念的反应，但通过刑法贴标签的结果常常使初次违法者因不能恢复到
正常的生活而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因此，互动论者认为应当尽可能少地干预违法者的生活，以免他们
因不当的标定而被打上坏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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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犯罪学概论》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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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挺好看的，适合学习与交流。
2、我们都知道，犯罪学的研究理论上起于西方，法律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无奈之举，了解犯罪，从
心灵净化一个人，共产主义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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