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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

内容概要

引言
第一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研究
第一节 我国学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
一、有组织犯罪集团说
二、获取利益的非法组织说
三、特殊群体说
四、邪恶势力说
五、帮会和秘密结社说
六、结构严密的犯罪组织说
七、地缘组织说
八、《刑法》释义说
第二节 我国不同地区的法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
一、大陆地区法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
二、台湾地区法律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
三、澳门地区法律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
四、香港地区法律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
第三节 国外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
一、意大利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
二、德国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
三、美国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
四、日本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
五、俄罗斯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
六、国际组织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
第四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之我见
一、“黑社会组织”词义结构分析
二、对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剖析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之我见
第五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
一、本质的基本内涵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论的代表性观点及述评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之我见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犯罪组织的本质区别
第六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特征
一、国内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特征的代表性观点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特征之我见
第二章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概念
第一节 社会化的内涵
一、个体社会化
二、生产社会化
第二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概念
一、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含义
二、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内容
第三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原因论综述
第一节 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原因说
一、综合原因说
二、具体原因说
第二节 国外有关黑社会组织形成的代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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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选择理论
二、雅布隆斯基的暴力帮伙理论
三、社会控制理论
四、犯罪亚文化群理论
五、体制理论
第四章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外因
第一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政治原因
一、政治体制存在弊端
二、社会控制能力削弱
三、官员腐败问题比较严重
第二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经济原因
一、实行市场经济的影响
二、经济多元化的影响
三、贫困与失业的影响
四、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影响
第三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文化原因
一、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
二、现行不良思想道德的影响
三、亚文化流行的影响
第四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法制原因
一、立法滞后，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二、民众法律意识薄弱
三、对犯罪预防、打击不力
第五节 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对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影响
一、境外黑社会向我国境内渗透、组建黑社会(性质)组织
二、境外黑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加速了境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第五章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内因
第一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个体动因
一、个体能量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体组建或参与犯罪组织是其最优的选择
二、获取更大的利益，是个体参与犯罪组织的动因
三、个体的需求与意识，是推动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元动力
第二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组织动因
一、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组织的性质所决定的
二、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所决定的
三、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组织满足其成员的需求所决定的
第三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诸原因间的关系
一、系统性
二、层次性
三、结构性
四、动态性
第六章 犯罪组织结构的黑社会化
第一节 犯罪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一、犯罪组织结构的分化
二、犯罪组织的整合
第二节 犯罪组织机构的“合法”化与企业化
一、犯罪组织半公开化
二、犯罪组织“合法”化
三、犯罪组织企业化
第七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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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领导的一般理论
一、领导的含义
二、领导的功能
三、领导的职能
四、领导者的素质
五、领导人的产生
第二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的产生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的界定
二、首领产生的条件
三、首领的产生方式
第三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权力的形成
一、权力的一般理论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权力的概念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权力的来源
第八章 犯罪组织犯罪活动的黑社会化
第一节 犯罪组织安全保障的黑社会化
一、犯罪安全与犯罪获利
二、犯罪组织安全保障黑社会化的表现
第二节 犯罪组织犯罪手段的黑社会化之一：暴力化
一、组织暴力化
二、暴力组织化
第三节 犯罪组织犯罪手段的黑社会化之二：垄断化
一、垄断及垄断组织
二、垄断犯罪
第四节 犯罪组织管理黑社会化
一、管理的概念
二、管理的要素
三、黑社会化的管理方法
第九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形成
第一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概念
一、经济的含义
二、黑色经济的概念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概念
第二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形成
一、凭借暴力，形成了犯罪组织的原始资本
二、垄断非法行业，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
三、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形成强霸的经济实体
四、形成较强的经济实力
第十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形成
第一节 组织文化概述
一、文化
二、组织文化
第二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概念及形成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概念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渊源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形成动因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形成过程
第三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表征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核心：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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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标尺：组织凝聚力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载体
第十一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演化进程
第一节 犯罪组织演变原因
一、犯罪组织演变的概念
二、犯罪组织演变的原因
三、犯罪组织演变的阻力
第二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演化进程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前身：物欲型犯罪组织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初级形态：黑社会性质组织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高级形态：黑社会组织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高形态：跨国(境)黑社会组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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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研究第一节 我国学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一、有组
织犯罪集团说二、获取利益的非法组织说三、特殊群体说四、邪恶势力说五、帮会和秘密结社说六、
结构严密的犯罪组织说七、地缘组织说八、《刑法》释义说第二节 我国不同地区的法律对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界定一、大陆地区法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二、台湾地区法律对黑社会组织的界
定三、澳门地区法律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四、香港地区法律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第三节 国外对黑社会
组织的界定一、意大利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二、德国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三、美国
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四、日本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五、俄罗斯对“有组织犯罪集团
”的界定六、国际组织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定第四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之我见一、“黑
社会组织”词义结构分析二、对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剖析三、“黑社会（性质）组织”
概念之我见第五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一、本质的基本内涵二、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
论的代表性观点及述评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之我见四、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犯罪组织
的本质区别第六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特征一、国内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特征的代表
性观点二、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特征之我见第二章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概念第一节 社会化的内
涵一、个体社会化二、生产社会化第二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概念一、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含义二、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内容第三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原因论综述第一节 国内黑社会（性质）组
织形成原因说一、综合原因说二、具体原因说第二节 国外有关黑社会组织形成的代表理论一、理性选
择理论二、雅布隆斯基的暴力帮伙理论三、社会控制理论四、犯罪亚文化群理论五、体制理论第四章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外因第一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政治原因一、政治体制存在弊端二、社会控制能力
削弱三、官员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第二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经济原因一、实行市场经济的影响二、经
济多元化的影响三、贫困与失业的影响四、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影响第三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文
化原因一、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二、现行不良思想道德的影响三、亚文化流行的影响第四节 犯罪组织
黑社会化的法制原因一、立法滞后，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二、民众法律意识
薄弱三、对犯罪预防、打击不力第五节 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对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影响一、境外黑
社会向我国境内渗透、组建黑社会（性质）组织二、境外黑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加速了境内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第五章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内因第一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个体动因一、个
体能量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体组建或参与犯罪组织是其最优的选择二、获取更大的利益，是个体参与
犯罪组织的动因三、个体的需求与意识，是推动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元动力第二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
的组织动因一、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组织的性质所决定的二、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
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所决定的三、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组织满足其成员的需求所决定的第三节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诸原因间的关系一、系统性二、层次性三、结构性四、动态性第六章 犯罪组织结构
的黑社会化第一节 犯罪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一、犯罪组织结构的分化二、犯罪组织的整合第二节 
犯罪组织机构的“合法”化与企业化一、犯罪组织半公开化二、犯罪组织“合法”化三、犯罪组织企
业化第七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的形成第一节 领导的一般理论一、领导的含义二、领导的功能
三、领导的职能四、领导者的素质五、领导人的产生第二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的产生一、黑社
会（性质）组织首领的界定二、首领产生的条件三、首领的产生方式第三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
权力的形成一、权力的一般理论二、黑社会（性质）组织首领权力的概念三、黑社会（性质）组织首
领权力的来源第八章 犯罪组织犯罪活动的黑社会化第一节 犯罪组织安全保障的黑社会化一、犯罪安
全与犯罪获利二、犯罪组织安全保障黑社会化的表现第二节 犯罪组织犯罪手段的黑社会化之一：暴力
化一、组织暴力化二、暴力组织化第三节 犯罪组织犯罪手段的黑社会化之二：垄断化一、垄断及垄断
组织二、垄断犯罪第四节 犯罪组织管理黑社会化一、管理的概念二、管理的要素三、黑社会化的管理
方法第九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形成第一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概念一、经济的含义
二、黑色经济的概念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概念第二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形成一、
凭借暴力，形成了犯罪组织的原始资本二、垄断非法行业，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三、向合法经济领域
渗透，形成强霸的经济实体四、形成较强的经济实力第十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形成第一节
组织文化概述一、文化二、组织文化第二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概念及形成一、黑社会（性质
）组织亚文化的概念二、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渊源三、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形成动因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形成过程第三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表征一、黑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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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亚文化的核心：义气二、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标尺：组织凝聚力三、黑社会（性质）组
织亚文化的载体第十一章 黑社会（性质）组织演化进程第一节 犯罪组织演变原因一、犯罪组织演变
的概念二、犯罪组织演变的原因三、犯罪组织演变的阻力第二节 黑社会（性质）组织演化进程一、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前身：物欲型犯罪组织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初级形态：黑社会性质组织三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高级形态：黑社会组织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高形态：跨国（境）黑
社会组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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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与辩证
思维，综合运用犯罪学、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形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问题的
专著。　　读者对象：犯罪学、刑法学教学科研人员；公安干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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