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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犯罪主体》

前言

　　写一部《当代中国犯罪主体》的著作，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早在1979年党中央第58号文件批转中
宣部、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
题的报告）的通知》之后，我立即响应号召开始从事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利用我主编
的《国外法学》（现改名为《中外法学》）发表了一系列国外青少年犯罪状况、特点、原因与治理，
特别是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方面的文章，于1981年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册，以《国外青少年保护
法规与资料选编》的书名，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1983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开讲了《国外少年司
法制度》、《青少年法学》课。与此同时，发表了《青少年法学》、《青少年法学概论》、《国外青
少年犯罪及其对策》、《青少年犯罪与治理》等有关青少年犯罪方面的论著。更值得一提的是，1984
年在嘉峪关召开的青少年犯罪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与刘灿璞教授、赵可研究员共同商议写作一部《女
性犯罪论》专著，由此开始，我特别留意收集中国不同犯罪主体的资料，并在我主编的《犯罪学通论
》、《比较犯罪学》等有关著作中反映出来，还先后主编了《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有组
织犯罪透视》等专著。直到1998年在我所著的《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一书中以《青少年犯
罪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呈急剧上升趋势的女性犯罪》、《晚节不保的老年人犯罪》、《农民
犯罪的触角已伸向城市》、《有组织犯罪——国际社会公认的最高犯罪形态》争专题分别加以论述，
进而在我承担的“十五”国家教材《犯罪学》下篇，以“犯罪主体类型”的专题又分别对青少年犯罪
、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农民犯罪、流动人口犯罪、职务犯罪等主体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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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犯罪主体》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犯罪主体》内容简介：写一部《当代中国犯罪主体》的著作，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早
在1979年党中央第58号文件批转中宣部、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八个单位《关于（提
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之后，我立即响应号召开始从事青少年犯罪问
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利用我主编的《国外法学》（现改名为《中外法学》）发表了一系列国外青少
年犯罪状况、特点、原因与治理，特别是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方面的文章，于1981年将这些文
章汇编成册，以《国外青少年保护法规与资料选编》的书名，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1983年我在北
京大学法律系开讲了《国外少年司法制度》、《青少年法学》课。与此同时，发表了《青少年法学》
、《青少年法学概论》、《国外青少年犯罪及其对策》、《青少年犯罪与治理》等有关青少年犯罪方
面的论著。更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在嘉峪关召开的青少年犯罪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与刘灿璞教授、
赵可研究员共同商议写作一部《女性犯罪论》专著，由此开始，我特别留意收集中国不同犯罪主体的
资料，并在我主编的《犯罪学通论》、《比较犯罪学》等有关著作中反映出来，还先后主编了《当代
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有组织犯罪透视》等专著。直到1998年在我所著的《犯罪学——历史。
现状‘未来》一书中以《青少年犯罪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呈急剧上升趋势的女性犯罪》、《
晚节不保的老年人犯罪》、《农民犯罪的触角已伸向城市》、《有组织犯罪——国际社会公认的最高
犯罪形态》争专题分别加以论述，进而在我承担的“十五”国家教材《犯罪学》下篇，以“犯罪主体
类型”的专题又分别对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农民犯罪、流动人口犯罪、职务犯罪等
主体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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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犯罪主体》

作者简介

　　康树华，1926年6月生，黑龙江省绥化人。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与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全国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青少年工作组委员、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立法顾问，以及《法学杂志》、《中国刑
事法》等多家法学刊物顾问等等。著有《青少年法学》、《青少年法学新论》、《青少年立法论》、
《青少年犯罪与治理机制》、《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等二十余部专著。主编有《犯罪学》
、《犯罪学通论》、《比较犯罪学》、《犯罪学大辞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犯罪控制》、《犯罪
热点透视》、《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等三十余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近千篇，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杰出公民。曾应邀赴日本讲学，多次到美国、韩国、俄罗
斯、欧洲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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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犯罪主体》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青少年犯罪第一节 青少年犯罪概念的界定与涵义第二节 国外青少年犯罪的概念第三节 我国青
少年犯罪的历史、现状与特点第四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第五节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治理第二章 女
性犯罪第一节 女性犯罪的概念第二节 女性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三节 女性犯罪的特点第四节 女性
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第五节 女性犯罪的原因第六节 防治女性犯罪的对策第三章 老年人犯罪第一节 老年
人犯罪的概念第二节 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与特点第三节 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第四节 防治老年人犯罪的对
策第四章 农民犯罪第一节 农民犯罪的概念第二节 我国农民犯罪的基本状况第三节 农民犯罪的特点第
四节 农民犯罪的原因第五节 治理农民犯罪的对策第五章 流动人口犯罪第一节 流动人口犯罪的概念与
特征第二节 流动人口犯罪的发展变化阶段与现状第三节 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第四节 流动人口犯罪的
原因第五节 治理流动人口犯罪的对策第六章 职务犯罪第一节 职务犯罪的概念与特征第二节 职务犯罪
的状况与特点第三节 职务犯罪的原因第四节 职务犯罪的防治对策第七章 有组织犯罪第一节 有组织犯
罪的概念第二节 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第三节 有组织犯罪的分类第四节 中国内地的有组织犯罪形成
、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五节 有组织犯罪的原因第六节 防治有组织犯罪的对策第八章 恐怖主义犯罪第一
节 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第二节 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第三节 恐怖主义的历史与现状第四节 恐怖主义犯
罪分类与代表人物第五节 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原因第六节 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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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犯罪主体》

章节摘录

　　同利益的划分，而这些经济成分之间，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要发生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集中起
来说，就是参与市场竞争。由于各自利益主体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参与市场竞争，当竞争的焦点集中
在同一领域甚至相同的目标时，就往往发生冲突与纠纷。由于法律不完备、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一
旦公共权力被滥用渗透到经济领域，就会造就一种畸形的商品经济，典型表现就是权钱交易，在这种
交易中，权力即为金钱，金钱即为权力。国家工作人员手中掌握的权力就有了利益价值。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诱使、驱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为了私利而进行犯罪。当前我国犯罪的突出特点，就是权、钱、
拳三个大字，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钱。所谓权，就是指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
易。所谓钱，当然就是指手中握有金钱的人。这种人通过钱买通各个关节，进行偷税、走私、贩毒等
犯罪活动，目的是赚取更多的钱。所谓拳，就是指那些既无权，又无钱，只有拳头的人，只好运用拳
头，进行暴力犯罪等掠夺钱财了。　　（二）多种分配方式的差距成为职务犯罪的诱因　　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存，承认利益驱动和鼓励竞争，不可避免地要改变以往的分配
方式，形成我国当前分配形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合理拉开收人差距，鼓励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无疑冲击了以往所谓“平均”的分配观念。同时也不可否
认，一些暴发户或是通过违法犯罪，或是钻体制改革的空子，或是靠“吃政策饭”、“打擦边球”的
方式而暴富。总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分配不公、收入悬殊、贫富分化，以及“脑体分配倒挂
”等现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职人员的工资以及其他福利待遇高于或稍高于一般社会阶层的收入
，然而进入80年代之后，公职人员的收入却大大低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增长（通过近年的改革，已有所
改变。）。一方面是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掌握权力、掌握财富的管理者日益无可奈何的贫
困与落伍。在巨大反差的刺激和诱惑之下，一部分仅靠工薪生活的国家工作人员就不可避免地在心理
上产生“相对贫困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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