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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是人类文明的阴影，它既是人类面临的一道永恒的难题，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正常现象，这是
因为犯罪根源于人类文化自身，是人类文化的“天然缺陷”。
人类既要不断地与犯罪作斗争，又要以平常心看待社会的犯罪问题。
    犯罪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犯罪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以犯罪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对象，从犯罪社会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围绕人类社会行为的微观环境
与宏观环境展开犯罪问题的研究。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分析了犯罪的社会学内涵，犯罪的社会根源，犯罪的社会原因，犯罪与家庭、学
校、工作单位和社区等人的直接生活环境的关系，探讨了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和人口等宏
观社会环境对犯罪的影响，以及犯罪与人类文化的关系，社会变迁与犯罪的关系，如何对犯罪进行社
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等。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社会学、犯罪学、社会工作、法学等相关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和公安、检察、法院
等政法机关中对犯罪问题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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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鹏森男，1957年生，安徽桐城人。
现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城市与犯罪研究中心主任。
曾为安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安徽省跨世纪学
术带头人，华东师范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东方讲坛讲师等。

    1982年开始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专著、合著16部，在《社会学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代表性作品有：《秩序论》、《现代社会学》、《犯罪社会学》、《论邓小平的治国新思维》、《围
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建公平》、《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科学依据》、《社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地域社会》、《“民工潮”形成原因的社会结构分析》。
有几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等收录与转载。

    先后承担过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课题10多项。
科研作品8次获得省部级以上人文社会科学奖，两次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1997年获得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暨全国第二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
1999年获得教育部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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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三  犯罪社会学的研究任务  　四  犯罪社会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　第二节　犯罪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  犯罪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二  研究类型、程序与资料要求  　三  统计分析与社会调查　第三节　
研究犯罪社会学的意义　  一  研究犯罪社会学的理论意义　  二  研究犯罪社会学的实践意义　阅读材
料与案例  阅读思考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犯罪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　第一节　犯
罪社会学的思想渊源　  一  古代思想家的犯罪社会学思想　　二  近代思想家的犯罪社会学思想    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犯罪社会学思想  第二节  犯罪社会学的产生和形成    一  统计犯罪学的出现    二  犯罪
人类学的兴衰    三  犯罪社会学的形成    四  犯罪社会学的发展　第三节　犯罪社会学的理论    一  社会
结构理论    二  社会过程理论    三  社会冲突理论　第四节　犯罪社会学在中国    一  1949年以前的犯罪
学和犯罪社会学    二  1949年以后的犯罪社会学    阅读材料与案例    阅读思考    本章小结    关键术语    复
习思考题第三章　犯罪与犯罪问题　第一节　什么是犯罪 　 一  界定犯罪的两种角度  　二  马克思主
义的犯罪概念  　三  社会学犯罪概念及其意义　第二节　犯罪类型　  一  犯罪类型的一般划分　  二  
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与犯罪分类 　 三  犯罪社会学特别关注的犯罪类型　⋯⋯第四章　犯罪原因的社
会分析第五章　犯罪与个人生活环境第六章　犯罪与宏观社会环境第七章　文化和犯罪第八章　社会
变迁与犯罪第九章　社会控制与犯罪第十章　犯罪的社会治理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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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什么是犯罪社会学二 犯罪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门学科独立和成熟的标志，就是
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那么，犯罪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
有的认为犯罪社会学就是研究犯罪现象形成的原因与条件，以及预防、控制和消灭犯罪现象的社会途
径的科学；有的认为犯罪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环境及其变迁与犯罪现象的性质、发生根源以及社会控
制的相互关联和一般规律的社会科学。
这些观点有的不易与一般犯罪学加以区别，有的过于复杂，不够简明。
我们认为，犯罪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犯罪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
。
犯罪现象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就是犯罪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既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也是复杂多样的、色彩斑驳的社会生活的
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犯罪现象一经产生，就具有一种独立性，成为人类文明的阴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
相伴而生。
这说明犯罪现象的存在和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古今中外
普遍存在、无法回避的一种社会现实。
犯罪不仅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作为人类文明的阴影，犯罪还始终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在
和平年代更是如此。
这样一种独特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问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正是犯罪
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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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犯罪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早在社会学这门学科创立时期，就有许多社会学家对犯罪
问题展开r研究。
在社会学传人中国以后，以严景耀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的犯罪问题进行
了探索，特别是严先生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犯罪社会学研究
的最高水平。
但是，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种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影响，犯罪社会学没有得到
应有的重视，有关犯罪社会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也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的社会学能够在改革初期得到恢复和重建，应该说是与当时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和中央对青
少年犯罪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这以后，中国对犯罪的研究沿着刑法学和社会学两条路径前行，但到今
天，中国的犯罪社会学研究与其他很多社会学领域相比，已经落在后面，与刑法学的犯罪研究相比也
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这种落后既表现在经验研究领域，如有些犯罪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更表现在理论
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或有中国特色的犯罪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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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社会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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