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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犯罪学的发展与特色

胡启谱　 张　 彦　 徐建华

　 　 【内容摘要】　 犯罪学在澳门高等教育中属于较为新兴的学科，虽然其发展历程较短，但成长较快，
形成了独具澳门特色的发展之路，是中国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区域中心。在教学上，主要有澳门大学和澳
门科技大学开设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相关的硕士课程。在社会服务上，澳门在犯罪学国际学术期刊、学术
组织方面均有建树，并积极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学术宣传。在研究上，澳门犯罪学具有国际化视野、高质
量学术研究成果，并在警务、司法、比较犯罪学等方面有着一系列特色研究。澳门作为中西学术交流的
重要桥梁，其犯罪学的未来发展值得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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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１８８７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澳门受葡萄牙
殖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１９９９年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目前，澳门已成为国际自由港、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并以博彩业为经济支柱。澳门特别行政区由澳门半岛和鱶仔、路环二岛组成，陆地面积约
３２． ９平方公里，总人口为６７． ２８万（２０２２年底）。因此，澳门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２０１９年，
澳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４４５１． １８亿澳门元，人均生产总值为６６． １５万澳门元（约８万美元），澳门因此成
为全球最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１〕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特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澳门
这片特殊的“弹丸之地”发展出了兼具本土特色与国际化视野的犯罪学学科。本文中的“澳门犯罪学”主
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澳门高校等学术机构工作的澳门学者的研究；二是与澳门相关的犯罪学研究。
澳门，特别是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是中国乃至亚洲范围内犯罪学研究的重镇。〔２〕对澳门犯罪学现状与发
展进行系统性分析，不仅能帮助我们反思与探讨犯罪学学科和研究的发展，也能为中国内地犯罪学学科
的设计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学科设置与教学概览

回归前，澳门的高等教育力量相对单薄。回归后，特别是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
门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教授前往澳门高校任教，本科生源质量逐年提升，研究
生中不乏内地顶尖名校的毕业生。澳门可以提供本、硕、博三级学位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包括澳门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和圣若瑟大学。提供专业性教育的学校包括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学
院、镜湖护理学校、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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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犯罪学学科的发展和澳门高等教育的水平和体量比较一致。目前，澳门仅有澳门大学和澳门
科技大学两所院校开设了犯罪学和与刑事司法相关的硕士学位课程。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于２０２２
年和澳门大学合作，也开展了治安管理硕士课程，但学生均为澳门纪律部队现职人员。澳门科技大学在
法学院开设了刑事司法硕士课程，学生须完成１０门必修课目（包括犯罪学原理、侦查学研究等课程，共
计３０个学分）以及１５个学分的学位论文。澳门大学是澳门犯罪学学科实力最强的高校，其犯罪学与刑
事司法专业的硕士学位依托于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学制为两年制，教学语言以英文为主。学生需修读４
门必修课，包括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引论、犯罪学理论、应用统计学以及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选择学术
型论文的学生还要选择４门选修课，而选择应用型论文的学生则需要选修５门选修课。硕士生需在导
师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并由论文委员会审批后，通过口头答辩，才能获得硕士学位。犯罪学的课程
设置与英美大学的犯罪学硕士项目基本一致。除了硕士课程以外，澳门大学还引进北美犯罪学博士的
培养模式，开设了犯罪学专业博士课程。犯罪学专业博士候选人不仅要接受高强度的课程训练，还需要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才能获准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自２００９年以来，澳门大学犯罪学硕、博课程发展十分迅猛，目前处于亚洲领先地位。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依托科技和教育进行的经济转型，更进一步推动了包括犯罪学项目在内的澳门高等教育课程的
发展。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师资力量雄厚，所聘用的教师均有海外博士教育背景。并且，澳门大学社会学
系为优秀的硕、博申请者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以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学年为例，澳门大学为博士奖
学金获奖者提供每个月最多高达２００００澳门元、为期最长四年的澳门濠江博士津贴。硕士生也有机会
获得每月最多高达８０００澳门元的研究／教学助理津贴。

近年来，澳门大学犯罪学项目入学申请的竞争愈发激烈，生源质量逐年提升。澳门大学犯罪学项目
为研究生提供了扎实的培训，帮助他们为进一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做好准备，从而在就业市场上具
备较强的竞争力。每年都有大批的犯罪学专业硕博毕业生投身于中国内地或者澳门本地的高校及刑事
司法系统，从事相关的社会服务和科研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院系导师的悉心指导下，能够
在包括《英国犯罪学》（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定量犯罪学》（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以及《中
国季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等国际顶级犯罪学期刊和区域研究期刊上独立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此外，
每年都有一部分硕士毕业生能够顺利拿到世界名校的犯罪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进一步
深造。

二、学术与社会服务

以澳门大学社会学系为主导的澳门犯罪学力量虽小但精，其影响力在整个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
内都不容小觑。依托于澳门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澳门犯罪学发展迅速，在学术与社会服务方面作
出突出贡献。

（一）学术组织与学术期刊
澳门犯罪学界积极成立国际学术组织、发展学术期刊，影响力显著增强。“亚洲犯罪学学会”（Ａｓｉ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亚洲犯罪学期刊》（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以及“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
（Ａｓ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ｂｕ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均以澳门大学为基地，为澳门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平台优势。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２０日，亚洲犯罪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澳门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澳门
大学与澳门法务局共同主办，邀请了５０余位来自亚洲１４个国家和地区的犯罪学与刑事司法领域的领军
人物。会议通过了《亚洲犯罪学学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学会的首届领导机构。时任澳门大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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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刘建宏教授当选为会长。在过去１０余年中，亚洲犯罪学学会为促进亚洲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研究的发
展，推动该领域内国际专家学者的合作与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已然成为国际犯罪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
学术组织之一。

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于２０１３年成立于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由社会学系李德教授担任首任会长。
该学会是亚洲地区致力于药物滥用研究的国际性协会，旨在推动亚洲地区有关药物滥用的科学研究、循
证预防及治疗策略。该会会员包括从事药物滥用防治工作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实务工作者及
大专院校学生。近年来，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设计并开展了多项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资助的针对
澳门社会药物滥用的大型社会调查，包括《２０１４年在学青少年与药物跟踪调查》和《２０１８年在学青少年
与药物跟踪调查》，其主要调查对象为澳门在学青少年，相关调查结果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非政
府组织进行药物滥用防治工作的重要实证依据。

创刊于２００６年的《亚洲犯罪学期刊》亦以澳门大学为基地。自创刊以来，《亚洲犯罪学期刊》一直致
力于推动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的研究，促进犯罪预防的循证公共政策以及比较研究。该期刊通过发表与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犯罪、预防犯罪、刑法、法医学话题和刑事司法执行相关的论文，为犯罪学家、决策者
和法律从业者提供了一个讨论与思想交流的平台。该期刊于２０１８年入选为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ＳＣＩ）期刊，并获得０． ８００的首个影响因子。《亚洲犯罪学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
增长，２０２２年影响因子达到１． ９（位列Ｑ２）。

（二）讲座与社交媒体平台
澳门犯罪学界大力开展学术讲座，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推动公共犯罪学发展。亚洲犯罪学学会和

亚洲药物滥用研究学会以及《亚洲犯罪学期刊》为澳门大学以及澳门的犯罪学学者提供了舞台，让国际
目光聚焦于澳门犯罪学。同时，澳门大学的犯罪学硕士、博士生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参与国际顶尖犯
罪学学术活动，在学术领域和就业市场中拥有一定的优势。澳门犯罪学的优势和特点还包括积极倡导
学术交流以及注重媒体影响力。近年来，澳门大学社会学系邀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犯罪学、社会学、
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例如，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学年第二学
期，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共组织了９场学术讲座，其中包括三场不同主题的“犯罪学学术工坊”，共有７００
余人通过ＺＯＯＭ会议参与。工作坊第一期题为“人生第一篇英文犯罪学论文———一群青年学者的分享
与反思”，会议邀请到了香港大学王鹏教授、昆士兰大学李恩深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牟钰教授、澳门
大学徐建华教授、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生张彦和剑桥大学博士生魏帅。几位讲者分别结合自己发表第一
篇论文的经历，带来了细致入微的分享。工作坊第二期“量化犯罪学的热闹与门道———杰出学者分享”
邀请到了４位犯罪学量化领域内的顶尖华人学者，分别是马里兰大学的谢敏教授、圣法兰西斯大学的张
乐宁教授、同时在辛辛那提大学和广州大学任职的柳林教授以及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的蔡天骥教授。他
们分别从研究动机、数据收集、论文撰写、投稿与发表等方面分别与听众分享经验。系列工作坊以“犯罪
学和法学田野的江湖”收官。会议邀请到了罗格斯大学的杰出教授陈国霖、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的
张晓东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的杰出教授郑田田、香港大学的贺欣教授和时任多伦多大学的刘思达教授。
作为犯罪学和法学领域田野研究的旗帜性人物，５位讲者都有着令人惊叹的田野经历。〔３〕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学年第一学期，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了１５场与犯罪学有关的学术讲座，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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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三次“犯罪学学术工坊”的详细内容刊载于《警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犯罪学研究方法”专题，包含三篇文章：《人生的第一篇
英文犯罪学论文———青年学者的分享与反思》《量化犯罪学的热闹与门道》《犯罪学和法学的田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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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他们的研究，议题包括死刑、警务、毒品、网络犯罪等。同时，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积极利用社交媒体
进行学术宣传与交流，其微信公众号“ＵＭ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创建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２０２２年８月又开通了官方
Ｔｗｉｔｔｅｒ账号（＠ ＵＭ＿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通过精心运营，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的微信公众号和Ｔｗｉｔｔｅｒ账号的读者
群已经远远超过建号之初以澳门大学师生为主的预期，其产生的媒体与传播效应为澳门犯罪学的学术
与社会服务带来了较大的优势。

（三）《澳门社会现状调查》专著
以《澳门社会现状调查》为基础，澳门犯罪学界推动了对澳门社会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澳门社会现

状调查》是由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一项大型澳门社会入户调查。该调查研究从２０１５年开始设计，
历经５年进行抽样调查和访谈：研究人员通过多阶段分层聚类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在全澳抽选了２６００
多家住户，面谈了其中３５００多名１６岁以上居民。调查的内容涵盖澳门社会的诸多方面，包括澳门的社
会分层、迁移、工作及就业、婚姻与家庭、健康、心理、犯罪、认同以及博彩参与，帮助理解社会的经济变迁
趋势、成因及其形成过程的模式。研究成果最终以专著《澳门社会现状调查》的形式出版。该专著由澳
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德主编，该系王红宇教授、蔡天骥教授和郭世雅教授为副主编，联同社会学系的其他
教授以及众多硕士、博士生合力完成。

澳门社会现状调查是一项澳门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社会调查，揭示澳门不为人知的社会实景，呈现斑
斓多彩的澳门社会，也直指澳门应面对的问题。该调查发现澳门的主要社会问题包括公共交通资源缺
乏、产业结构单一、贫富分化以及全民教育程度尚未达到世界发达地区水平等。《澳门社会现状调查》的
第九章着重关注了澳门居民的“成瘾行为”。调查发现澳门居民的吸烟、饮酒／酗酒以及吸毒的比例较之
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很多。调查还发现澳门居民参与赌博的比例相对较低，这从侧面证实了澳门的博彩
业的发展并没有大规模导致本地居民的赌博行为。《澳门社会现状调查》的第十章着重关注了澳门居民
的“犯罪与被害”两方面的问题。调查显示，不论是犯罪还是被害，偷窃占所有案件的大多数，性侵案件
则很少。从犯罪与被害的重叠部分来看，来自中国内地的男性占大多数，其次是澳门男性。调查指出内
地和澳门的治安合作甚为重要。〔４〕

三、研究现状

相较于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的犯罪学发展，澳门的学者数量和研究机构规模都不算突出，但因其相
对国际化的学术环境以及近年来特区政府对包括犯罪学在内高等教育的大力支持，澳门犯罪学的成长
较快，且形成了独具澳门特色的发展之路。概括而言，澳门犯罪学的发展兼具本土特色与较为国际化的
视野，是中国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区域中心。

（一）澳门犯罪学发展趋势：起步虽晚，发展较快，国际化水平高
本文所讨论的澳门犯罪学研究，主要包括澳门学者的犯罪学研究和其他学者对澳门相关犯罪学议

题的研究，二者共同体现了澳门犯罪学的发展进程和学术关注度。经查询，澳门犯罪学相关学术研究涉
及著作、论文、媒体文章等多种形式，中文、英文、葡萄牙文等多种语言，其中英文期刊论文是最主要的部
分。为了高效展示澳门犯罪学的研究现状与热点议题，我们检索了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英
文数据库中澳门以外学者关于澳门的犯罪学论文以及在澳门学术机构工作的学者的论文，以澳门学者
担任文章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和“澳门犯罪学”等关键词为筛选条件，共找到学术论文７９篇，这是澳门

·７６·

〔４〕 参见李德、蔡天骥、王红宇、郭世雅主编：《澳门社会现状调查》，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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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
从数量上看，最近１０来年澳门犯罪学的发展较快，相关论文发表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２００９年

以前，澳门犯罪学的论文还只是零星的出现，且其作者基本是澳门以外地区的学者。随着２００９年澳门
大学开始设立犯罪学学科教育，以及２０１３年以来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建立和犯罪学师资的增强，澳门
犯罪学的英文论文产出开始稳步上升（见图１）。从质量上看，论文的精品比例较高。在全部７９篇学术
论文中，发表在ＳＳＣＩ期刊的数量为７１篇，占比高达８９． ９％，其中不乏国际犯罪学知名刊物。从作者情
况看，澳门犯罪学的发展融合了较多的国际合作。一方面，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博士学位取得学校分布于
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并且部分人有海外学术机构教学工作经历；另一方面，他们中不少人都有
在中国内地的求学经历。跨越不同学术环境的经历使得他们的犯罪学研究不仅拥有对澳门及中国内地
犯罪学议题的独特理解，还融入了国际学术讨论。根据论文作者信息，７９篇文章的近１ ／ ３由澳门及中国
内地、美国等地学者合作完成。澳门高度国际化的学术氛围与学术合作产生了一系列走在前沿的高水
平学术成果，在一些犯罪学议题上作出了推进中国犯罪学国际化的重要贡献。它们不仅见证着澳门犯
罪学的发展与潜力，同时也将中国澳门本土及中国内地的犯罪议题带入更宽广的国际犯罪学界，拉近了
中国犯罪学界与国际犯罪学界的距离。

图１　 澳门犯罪学英文期刊文章数量（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二）澳门犯罪学关注议题：本土与国际议题兼容并包，中国内地议题占比超一半
从研究的内容与主题来看，澳门的犯罪学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色。它的研究不仅关注澳门本土议

题，同时也关注中国内地甚至国际议题，数量分别为１３篇、４４篇、２２篇。
本土议题主要以澳门博彩业相关的犯罪现象为主。博彩业是澳门的经济支柱行业，对澳门社会的

犯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赌场相关的犯罪自然成了澳门相对较有特色的研究议题。其中，既有徐建华等
关于澳门社会博彩化对于警务系统以及相关犯罪的影响，〔５〕卢铁荣关于三合会在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祖国
前后如何通过澳门赌场贵宾厅谋取利益的策略研究和相关有组织犯罪研究，〔６〕也有英国学者弗雷德里
克·瓦雷泽（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Ｖａｒｅｓｅ）等针对澳门与珠海之间口岸的非法换汇交易、洗钱的研究，〔７〕以及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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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亨利·蓬特尔（Ｈｅｎｒｙ Ｎ． Ｐｏｎｔｅｌｌ）等对澳门赌场中职业犯罪的研究。〔８〕这些研究的开展不仅丰富了
整个学术界对赌城议题的认知，同时也为澳门社会解决相关犯罪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除了赌场相关
议题，李德等也开展了一系列本土未成年人物质滥用相关的持续性社会研究，〔９〕不仅将澳门青少年犯罪
相关分析带入国际学术界，也逐渐积累着澳门本土犯罪相关研究的基础经验材料。

中国内地相关议题是澳门犯罪学关注的重点。得益于澳门与内地越来越深入的融合，澳门犯罪学
与内地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多元。在比例上，与内地相关的主题占据了澳门犯罪学整体产出的５７． ７％
（４４篇），具体的议题涵盖了警务执法、犯罪数据、法院判决文书、犯罪学理论、青少年犯罪等多个领域。
其中主要特色领域包括：一是针对内地警务相关的研究。具体有徐建华对珠三角地区电动车相关执法
和被执法车主的反应的研究，〔１０〕城管与小贩之间暴力分布情况及其产生的制度性原因的研究，〔１１〕官方
警务犯罪数据生产及其政治权力合法性之间关联的研究，〔１２〕警察、街头广告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其背后的
警务商品化问题研究，〔１３〕代孟良等对疫情期间报警服务等研究。〔１４〕二是关于中国内地法律判决文书的
定量研究。主要有辛晏毓和蔡天骥通过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与拐卖儿童相关的法院判决文书来分析拐卖儿
童犯罪高发区域、区域经济特征与买卖儿童性别比例之间的关系、法院判决考虑监护人犯罪社会危害较
少而适当减少刑期的研究，〔１５〕汤若阳和蔡天骥通过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身体藏毒犯罪相关判决文书分析身体
藏毒犯罪的地理路线、被抓犯罪者的群体特征，〔１６〕夏一巍等通过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拐卖妇女相关判决文书
分析拐卖妇女犯罪的地理分布以及被拐卖女性的特征和通过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强奸犯罪相关的判决文书
来分析法官的性别对判决结果的影响，〔１７〕蔡天骥等通过４４８份网络犯罪判决文分析了网络诈骗、实际资
产盗窃、虚拟资产盗窃和账号盗窃四类犯罪的特点，从而研究网络犯罪者在网络地下市场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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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ＤＡＩ Ｍ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ＸＩＡ Ｙｉｗｅｉ，＆ ＨＡＮ Ｒｏｎｇｘｕ，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ｌ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５（３），１８６７８１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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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 Ｎｅｇｌｅｃｔ，１２４（１），１０５４４９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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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ｒｕｇ Ｐｏｌｉｃｙ，７８，１０２７３２ （２０２０）．

Ｓｅｅ ＸＩＡ Ｙｉｗｅｉ ｅｔ 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ｒ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１２２，
２３８５２ （２０２０）；ＸＩＡ Ｙｉｗｅｉ，ＣＡＩ Ｔｉａｎｊｉ，＆ ＺＨＯＮＧ Ｈｕａ，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ｕｄｇｅｓ’Ｇｅｎｄｅｒ ｏｎ Ｒａｐ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２），１２５５０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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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网络盗窃的促进因素。〔１８〕三是基于国际犯罪学理论对中国内地各类犯罪的分析。主要有美国学者
赵继宏等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我国西南省份青少年参与盗窃和斗殴犯罪时所做决定的考量因素，〔１９〕
赵若辉等分析了我国警察对家暴情景的不同反应态度及其影响因素，〔２０〕赵若辉分析了男性青少年服刑
人员的童年情感虐待经历与他们在监狱生活适应度的相关关系，〔２１〕张鸿巍等关于童年被性侵经历与在
狱心理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２２〕王红宇等基于一般犯罪理论研究了家长与子女的互动响应如何通过培
养子女的自我控制与自尊来影响子女的反社会行为。〔２３〕

此外，澳门犯罪学界也关注海外议题和国际比较研究议题。主要有李毅等使用美国针对青少年成
长过程的健康持续跟踪调查数据来分析婚前性行为对青少年成年后的犯罪行为的影响研究，〔２４〕李毅和
国光利用美国一项随机分配大学室友的自然实验数据来分析同辈群体对吸食大麻行为影响的研究，〔２５〕
郭世雅针对台湾地区监狱中男性囚犯的心理健康和物质滥用问题对他们狱中不当行为影响研究，以及
利用台湾地区犯罪受害调查数据对入室盗窃犯罪中的受害因素分析，〔２６〕张汇泉等利用亚洲晴雨表等数
据分析了菲律宾民众的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情况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联，〔２７〕赵若辉和曹立群基于迪尔
凯姆的社会变迁理论分析了３０个国家宏观社会政治变化对整个社会中个体失范的影响研究，〔２８〕李德等
对比分析了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教育方式对子女犯罪违法行为的影响的研究，〔２９〕姜波和加里·拉
佛利（Ｇａｒｙ ＬａＦｒｅｅ）利用全球水温变化对渔业产出的影响计算出全球暖化将导致非洲东岸海盗袭击增
加，而在中国南海海盗袭击将减少。〔３０〕

·０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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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８２９５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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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６２（１６），４９２３４１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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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ｒｉｍｅ，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６６（５），４４７６４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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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研究

就研究类型而言，澳门犯罪学整体更倾向于以经验为导向的研究，在某些特定领域已有所创新和发
展，对整个中国的犯罪学发展形成了有益的推动作用。一是系统性社会观察法在警务研究中的运用。
系统性社会观察法在犯罪学中的运用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犯罪学研究中非常实用的一个数据收
集方法，但在我国犯罪学的研究中还较少被运用。近年来，一些澳门犯罪学学者在针对中国内地的警务
研究中大量使用了该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通过对街头警务广告标语的系统性社会观察数据来分析警务
商品化现象，〔３１〕通过系统性观察街头执法的正式城管与协管队员的比例数据分析城管与小贩之间暴力
的产生机制，〔３２〕通过对１００多次警察收缴电动车执法过程的系统性观察分析车主的应对策略。〔３３〕系统
性社会观察法在这些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拓展了警务研究，尤其是定性类警务研究数据来源的渠道，使
得我们可以通过日常观察到的现象数据来深入分析很多重要的警务议题；另一方面，系统性社会观察法
提供的各式统计类数据为研究分析提供了更可靠的论证依据，弥补了访谈等数据可能存在偏见的不足。

二是围绕法院判决文书进行针对各类犯罪及司法议题的定量分析。判决文书涉及各类犯罪的犯罪
人人口学特征、犯罪地理、判罚尺度等重要信息。随着国家司法部门将裁判文书在网络公开，一批犯罪
学和法学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蔡天骥等较早进行了以判决文书为数据的一系列犯罪学研究，
其研究的犯罪类型包括拐卖儿童、拐卖妇女、网络诈骗、走私毒品等，分析的议题包括各类犯罪的地理分
布特点、犯罪人的社会人口特征、法官判罚尺度等。〔３４〕不同于大量研究以抽样问卷方式收集研究数据的
做法，该系列的定量研究通过算法有针对性地从大量真实判决文书中抓取“普查式”数据的做法使得研
究的分析效度更高，研究结果也更有说服力。同时，该系列的研究方式具有适用性广泛和效率高的特
点，不仅可以分析各类犯罪特点及其司法判决的情况，而且其形成的分析模式可以快速运用到不同犯罪
议题研究中。可以说，该系列的研究为国内犯罪学的大数据定量分析提供了新思路和重要经验参考。

三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犯罪学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众多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由西方学者
基于西方社会的现实而提出并发展，其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非西方社会一直是全球学界讨论的热点议
题，本土化理论的发展也成了一些学者积极耕耘的方向。在犯罪学领域，一些澳门学者探索理论本土化
的路径是收集本地数据来测试西方已有犯罪学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组
织方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区别于西方社会的特点，尝试提出亚洲犯罪学的理论框架。早在２００４年，张
乐宁和刘建宏便开始在天津等地开展受害者情况调查，以自行车盗窃等轻微罪行数据为样本来测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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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理论和犯罪机会理论等在中国的适用情况。〔３５〕基于大量本地调查数据的分析和理论测试，刘建
宏开始注意到诸如犯罪动机、社区结构、司法系统等重要分析元素在中西方的差异。他认为亚洲社会趋
向于强调情感、荣誉、和谐，而西方社会关注独立、物质成就、个人权力；亚洲人倾向于一种历史思考模
式，而分析式思考模式在西方更流行。这二者共同决定了犯罪和司法概念在两地的差异：亚洲人倾向于
关注其关系的成分，而西方则是个人主义。〔３６〕在后续研究中，刘建宏不断完善亚洲犯罪学的理论框架，
进一步澄清了相关概念，并结合其他非西方犯罪学理论陈述了亚洲犯罪学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发展
前景。〔３７〕该理论正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其出现不仅丰富了国际犯罪学理论的多样性，也为国内犯
罪学本土化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五、总结

从饱经沧桑的小渔村到人均ＧＤＰ位居世界前列，澳门在回归祖国的２０余年里成为全球经济表现最
好的地区之一。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澳门犯罪学的
教育与科研也逐步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递进式发展。澳门犯罪学的发展如同澳门社会经济的
发展一样，与中国内地深度融合的同时又保留着自己的风采。如果说澳门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闪亮
一隅，那么澳门也是中国犯罪学的重要研究基地。无论是学者构成、研究议题还是生源等，澳门犯罪学
中的中国内地元素或将更加突出，如中国内地犯罪学议题成了其最大的一块，占比接近六成。本文从教
学、科研、服务三个方面介绍了澳门犯罪学的现状，也展示了澳门近年来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出的努力。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背景下，澳门犯罪学以丰富的经验研究和国际化视野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发展
之路。希望本文能为更多读者了解澳门犯罪学发展经验提供一个窗口，促进更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
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以学术研究推动对犯罪学议题的深入了解与本土化理论的持续发展。

当前，澳门犯罪学的发展正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虽然学者群体小、机构规模小、学术产出数量有
限，但澳门犯罪学的发展还是有其独特的机遇。一是澳门仍然是中西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自身
作为一座国际化都市、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有着其固有的区位优势。它的教育环境以及对国际化青年
学术人才的吸引，提升了澳门犯罪学的国际化水平，同时它与内地的密切联系也使得澳门犯罪学的关注
议题更为广泛多元，这也是它能成为中国犯罪学重要研究基地的重要优势。二是澳门高等教育受到越
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澳门社会自身对高等教育的丰裕经费支持为更优秀的青年学术人才提供了学
术的保障，也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优质生源。另一方面，中央及广东对澳门的支持使得澳门高等教育拥有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建立以及珠海澳门大学科技研究院和澳门科技大学珠
海校区的建设也正进一步拓展包括澳门犯罪学等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三是澳门与内地的深度融合创
造了澳门犯罪学学术影响的无限可能。澳门与内地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为澳门犯罪学
在数据收集、合作教育、学术会议等多个方面都提供了契机。近年来，越来越多澳门犯罪学者走出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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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中国内地犯罪学相关学术会议等事务，２００９年在澳门成立的亚洲犯罪学学会以及２０１３年在澳门
成立的亚洲药物滥用与防治研究学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内地及港台学者的参与，这些互动都深化了澳
门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互鉴，扩展了澳门犯罪学的学术受众与区域影响力。

展望未来，澳门犯罪学在新的发展阶段还需克服几个面临的挑战：第一，对本地的服务任重道远。
澳门犯罪学的发展根植于澳门本地社会，但当前它对本地犯罪相关的研究及智识服务还相对有限，诸如
赌场相关犯罪及其对本地社会影响的探究还有大量发展的空间。第二，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
如何保留澳门自身的特色。近年来，澳门犯罪学在生源、师资、关注议题等方面都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内
地“元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澳门犯罪学原有的国际化视野、学术环境是否也会受到影响？这还需澳门
学者自身的智慧，如何一方面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将澳门发展成为中国犯罪学研究基地；另一
方面同时又保留其国际学术交流区域中心的位置。第三，本土学者的培育链较为薄弱。当前澳门犯罪
学学者的来源基本都是澳门以外地区，来自澳门本土的犯罪学者或经由澳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澳门
犯罪学学者还比较稀缺，每年从澳门毕业的犯罪学硕士、博士会选择留在澳门或能留在澳门的仍旧非常
少。这意味着澳门犯罪学能源源不断获得新鲜人才支持，但同时也暴露出澳门本地犯罪学教育体系很
难培养自身犯罪学学者的尴尬。当其所有的学者都几乎需要依靠从外地引进时，澳门犯罪学本身的传
承赓续或很脆弱。

（责任编辑：朱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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