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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暴力犯罪一直以来都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重点领域，学界对暴力犯罪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较为广泛。不仅

有法学、犯罪学的研究者，还有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科学而广

泛的调查研究，研究方法既有质性研究也有少量的基于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相关学术

文献对暴力犯罪的犯罪治理和预防、罪犯矫治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近几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暴力犯罪明显呈现着下降的趋势，但其作为一种传统的犯罪类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得到完全

的控制。并且，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暴力犯罪也相对呈现出了很多新的表现形式。现通过对2001~2021
年间中国知网(CNK1)相关文献与论著的检索、收集、整理、阅读和分析，针对中国关于暴力犯罪的研究

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其研究成果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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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olent crime has always been a key area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bat, and the academic com-
munity has not only researchers in law and criminology, but also researchers in psychology, sociol-
ogy, eth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to conduct scientific and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is issu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bot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a small number of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s, and the relevant academic literature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rim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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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ance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t crime and the practice of criminal correction. With the launch of 
the special anti-gang crime campaign in recent years, violent crime has clearly shown a downward 
trend, but as a traditional type of crime,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controlled overnight. Moreover, with 
the advent of the risk society, violent crime has also taken on a relatively new manifestation. Through 
the retrieval, collection, collation, reading and analysis of CNK1-related literature and works from 
2001 to 2021,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violent crime in China is sorted out, and its research results 
and shortcomings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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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数据来看，近几年我国的判决书的数量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从 2019 年 993,098
件到 2020 年 833,767 件再到 2021 年 398,152 件再到 2022 年 70,455 件。这也代表我国近几年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卓有成效。谈到治理，那暴力犯罪的治理必然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问

题会显著影响公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通过对研究者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我们发现是否还存在

一直以来的共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本文所指的“暴力犯罪”并非是刑法概念，而是犯罪学中的概念[1]。
以几种常见的暴力犯罪为例(见图 1)，暴力犯罪明显呈现着下降的趋势，但其作为一种传统的犯罪类型，

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得到完全的控制。以“暴力犯罪”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检索后发现，中国在 2001~2021
年中关于暴力犯罪的研究文献总量共计 915 篇，其中学术期刊 572 篇，学位论文 135 篇。由图 2 可以看

出，自 2001 年至 2013 年呈显著上升的趋势，至 2013 年达到顶峰达 96 篇。虽然之后有小幅度下降，但

文献数量一直是居高不下的。由此可见，暴力犯罪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Figure 1. Number of common violent crimes 2015~2021 
图 1. 2015~2021 常见的暴力犯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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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Violent crime literature published annually 
图 2. 暴力犯罪文献发表年度公布 

2. 暴力犯罪的国内研究现状 

根据检索文献数量及主要内容的差别，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向的研究： 
1) 家庭暴力犯罪和女性暴力犯罪。如邢红枚的《家庭暴力受虐妇女杀夫犯罪问题研究》等。本文中

的家庭暴力犯罪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第三十三条：“加害

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类犯罪的总称。它并非是刑法中的类罪，是

犯罪学上的概念，属于家庭暴力中一种严重形态。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种类虽不少，但犯罪类型主要集

中在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三类犯罪上。由于女性暴力犯罪在暴力犯罪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因此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是在家庭暴力的背景下导致的女性暴力犯罪问题。自《反家暴法》出台以后设置

了刑事和行政双重救济途径以后，情况得到改善，但受“清官难断家务事”观念的影响以及《反家暴法》

对某些争议问题如性暴力等未能准确定位致使家庭暴力仍屡见不鲜，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各种原因致使

起诉率很低。在此情形下，受害者在长期饱受摧残，精神肉体面临双重折磨下，求助不能，走投无路，

最后只能做出自杀或者杀害加害人的两难选择，尤其是农村家庭更为突出。该问题系转型期中国更加频

发的暴力犯罪问题，研究者针对家庭暴力犯罪的犯罪现状和心理进行相关研究，为其犯罪的规制和预防

提供了系统、全面、科学的应对思路。 
2) 青少年暴力犯罪、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校园暴力犯罪和大学生暴力犯罪。代表的论文有程晓璐、

王赫、程闯《校园暴力犯罪状况调查——以海淀区 2006~2010 年校园暴力案件为视角》等。相关研究者

以青少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则定义青少年的年龄范围为

14~25 岁)该年龄段为基础，针对实践中多发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大学生暴力犯罪，结合青少年年龄阶

段心理和生理的发育特点、成长规律，综合运用社会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

理论成果进行分析，针对在校学生和辍学青少年提出了全面、系统的防控方案。通过在知网相关文献的

检索和分析可以发现，早期对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相关文献是比较欠缺的，但随着青少年的种种问题展

露出来进入公众的视野以后，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近年来也趋于多样化。目前对青少年这一年龄阶

段暴力犯罪的研究工作已经比较全面和完整了，无论是理论方面的研究还是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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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丰富的研究成果。既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进行宏观分析，也涉及到群体的认知因素。但是由于

大量的数据的缺少，总体来说是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并且实证研究也多是基于判决书或者热点事件

展开的，缺少社会调查。另外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青少年心理方面的因素或者综

合心理、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研究，研究者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角度过于关注这些方面而忽略了一些

小方面。比如研究者关注的是青少年的整体，但没考虑到青少年群体的内部差异，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

部而言要相对落后这种落后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还包括学校教育力量等，另外家庭对于教育的观念也有

很大的差异，因此只是基于青少年群体整体进行干预也就较为薄弱或笼统。 
3)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相应的研究有张应立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预防研究——以

“枫桥经验”为视角》等。从相关文献的检索来看，关于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一直以来并没有吸引大量

研究者关注，这导致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大量空白。学界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的概念都没有明确的界定，

研究者们大多通过内涵和外延对严重暴力犯罪进行界定。从研究者的论述来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包

含在严重暴力犯罪之内的，它具备严重暴力犯罪的基本特征，如手段暴力、后果严重等。但其犯罪动机

相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的犯罪动机要简单的多，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犯罪人往往希望通过实施极端的行为

以期获得社会大众的关注，来达到他们宣泄愤怒或者报复社会的目的。研究者结合实践中发生的类型案

件，深入剖析了犯罪行为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心理原因的生成及反社会人格的演化机理，并对此提出

心理矫正思路及治疗方案等。 
4) 暴力犯罪与暴力文化。在亚文化视角下，有研究者梳理了暴力文化对暴力犯罪的影响，如李锡海

的《暴力文化与暴力犯罪》等。李锡海认为所谓暴力文化，是指坚持有助于暴力行为发生的行为规范的

亚文化[2]。研究者认为暴力文化是导致青少年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暴力文化借助于大众传媒、网

络游戏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散布，而相对于成年人来讲，青少年由于其不成熟的价值观更容易受到暴力

文化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对于暴力文化的研究大多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众多研究

者从媒介暴力的传播、犯罪亚文化等多个视角探究暴力文化对于青少年这一特定群体的作用机理。二是

以大众传媒和网络游戏为视角进行研究。众多研究者从犯罪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在通过对各种主流

大众传媒的统计数据详细分析，运用犯罪学理论或者传播学理论解释暴力犯罪的影响原因、路径和方式。

而关于网络游戏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跟上游戏行业的快速发展，反而出现了关于其理论研究的滞后。与国

外的独立学科研究范式的“游戏学”初具规模相比，我国对于网络游戏的研究要晚的多，对于游戏的研

究都极为单一，缺少广度和深度，大多是由心理学指导的，对于游戏负影响进行研究，但不仅仅具有多

种艺术表现形式还具备媒介特点的网络游戏，其研究价值被严重低估了。 
5) 暴力犯罪的犯罪心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王海燕的《农村家庭暴力与女性暴力犯罪心理的形成

和发展》等。我国早就有研究者关注犯罪心理的研究，并且不仅仅是犯罪学的范畴，还包括心理学、医

学等学科。从众研究者的研究来看，犯罪心理的成因是犯罪心理的关键部分，引得众多研究者多角度的

研究和分析，成果也是颇为丰富。研究者们大多运用以实证为基础的测量以及分析如理论分析、医学鉴

定、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统计分析等跨学科方法研讨了暴力犯罪的心理生成等问题，与之相关的学术

探讨对于研究暴力犯罪的心理以及对其矫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研究者的研究来看，大多研究者

更倾向于综合动因论。其认为对于大多数的暴力犯罪来说，其心理成因都是复杂的，这种心理因素既会

收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制于个体的精神性格、成长环境。因此，他们认为暴力犯罪的心理成因是

系统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整体系统有着自己的层次和结构，考虑到各种因素在暴力犯罪中的的

影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不同的犯罪心理是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不同的构成方式所决定的。这些

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张犯罪心理网。而有的观点并不能准确指出影响犯罪心理的本质因素，也无

法比较几种因素的影响程度或者作用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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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暴力犯罪的特征研究综述 

陈航认为家庭暴力犯罪属于家庭暴力中的最严重形态。这类犯罪的特点是：第一，暴力行为隐蔽，

不易被发现；第二，施暴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第三，受害者主要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妇女、儿童

与老人；第四，起诉率极低[3]；王俊、王东萌认为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特点是：1) 犯罪的被动性；2) 手
段的残忍性；3) 冲突的间接性；4) 刑事责任的严苛性；5) 社会的同情与宽容性[4]。荣月认为我国目前

的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基本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1) 从年龄特征来看呈现出低龄化的发展趋势

期，缺乏父母及时的关心、教育和引导而产生犯罪行为。2) 就性别特征而言多以男性为主，但也存在少

数女性。3) 犯罪的方式大多表现为团伙作案。4) 犯罪的类型以故意伤害、抢劫为主。5) 犯罪的时间来

看，体育课和课间休息两时间段是校园暴力犯罪的高发阶段[5]。高亚男以 2011 年上半年天津市检察院二

分院受理的外来务工人员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相关资料为分析依据和样本，该类型犯罪呈现出以下突出特

征：1) 主体年龄普遍偏低。2) 主体文化程度普遍偏低。3) 主体职业领域及案发地相对集中。4) 作案手

段残忍、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结果。5) 作案多无预谋、计划，案发起因多为琐事，冲动情绪引发犯罪情

况居多。6) 案件诱因较集中[6]。王飞通过网络检索，对 2000 年以来见诸报端的 161 例个人极端暴力犯

罪案件进行分析发现，以 15 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为样本，总结出其共同特征：1) 作案直接诱因简单。

2) 施暴行为征兆性弱。3) 对象无辜被害。4) 危害后果严重[7]。李锡海认为暴力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

性、凶残性、欺骗性等基本特征[2]。 
目前从各研究者对于暴力犯罪特征研究来看，特征内容总体来看已经非常丰富，各个方向的研究都

比较深入，研究层次既有宏观方面的研究，也有微观方面的研究。并且，从各研究者的文献来看，实证

研究的部分大多都集中在特征这一部分，这其实并不难理解，一方面，目前我国研究者实证研究的方法

多是以判决书作为实证数据的来源，暴力犯罪作为一种传统犯罪，涉及到的罪名多，一直以来都是刑事

案件中占比比较多的一种犯罪，因此其判决书数量多，能够研究提供丰富的样本。只有具有足够数量的

案例作为样本，才能更好地进行实证研究，如果只有寥寥几个案例无法提供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基础。

另一方面，暴力犯罪是一种性质恶劣的犯罪，其判决书的内容会更加丰富详实，这是有助于研究者深入

研究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部分研究者的研究过于主观，缺乏数据或者案例支撑，使得论述

过于空洞，并不能很清晰的反映当下犯罪的主要特征。第二、实证研究的文章中，部分研究者是通过地

方公开的模糊数据以及结合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来剖析犯罪的特征，典型案例虽然具有某种代表意义，

但该样本称很难代表犯罪的整体情况，很难将现实状况呈现出来，因此结论缺乏足够的实证依据，得出

的结论也难免有失偏颇。 

4. 暴力犯罪的原因研究综述 

刘晓梅是认为家庭伦理的失范与婚姻道德的沦丧是家庭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8]。林少菊也是基于伦

理学的视角对家庭暴力犯罪进行研究。其将家庭暴力犯罪的成因分从它产生的根源和直接原因进行分析。

一是家庭暴力犯罪产生的根源：1) 封建的家庭伦理观念影响是家庭暴力犯罪产生的历史根源。2) 道德观

念的沦丧是家庭暴力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二家庭伦理失范：家庭暴力犯罪的直接原因[9]。 
王俊、王东萌将女性以暴制暴犯罪产生的因素分为自身原因和社会原因。自身原因包括：1) 女性生

理因素的影响；2) 受虐妇女综合症；3) 女性对家庭暴力的忍耐与沉默；4) 社会地位的从属感与女权意

识的觉醒。社会原因除了家庭暴力是女性犯罪的直接原因外还包括三个方面：1) 立法缺位及缺乏可操作

性；2) 执法、司法救助的不力；3) 社会的漠视[4]。 
荣月认为我国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 家庭教育中“爱的缺失”；2) 学校

教育中“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宣传教育”不到位；3) 不良文化——媒体负面因素的影响；5) 学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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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教育方面薄弱；4) 缺乏一系列的有效预防机制；6) 辅助预防犯罪的校园环境设计不足[5]。 
高亚男认为外来务工人员严重暴力犯罪成因有一下三个方面：1) 主体因素：第一，高比例“无家族”

的年轻人口形态。第二，心理危机严重。第三，外来人口心理缺乏归属感。第四，业余生活乏味空虚，

缺乏健康丰富的工余活动。2) 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第一，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经济生活拮据。第二，社

会解组导致外来务工人员的边缘化。第三，城市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影响更为明显。3) 制
度管理因素：第一，现行户籍制度不健全。第二，城市对外来人口登记和管理工作不到位。第三，缺乏

有力的组织机构[6]。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为暴力犯罪成因分析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来说，研究主要传递出

如下观点和不足：第一，暴力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犯罪仅仅和人的生物性

相关或只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则是过于片面了。无论是个体实施暴力行为还是群体实施暴力行为，犯罪总

是人实施的，那么就必然会受到行为人的生理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在探讨暴力犯罪产生的原因时，就

必然要对个体的生理因素进行准确把握，要重视其价值。另外要注意到社会因素对影响犯罪的生成起着

主要作用。犯罪人之所以能形成不良的犯罪心理，是社会的缺陷与犯罪人身心发展的缺陷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的结果。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转型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

变化。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层出不穷，社会规范难以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失范现

象。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要认识到暴力犯罪的犯罪成因是数个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

种成因既受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也受个体生长发育、学校氛围、

家庭环境、人格发育等因素的影响。第二，针对个体暴力犯罪的研究，研究者更多的是从各类特殊群体(如
青少年、女性、精神障碍者等)为出发点，研究其面对冲突和挫折的行为方式，如青少年面对学业挫折、

女性面对家庭暴力冲突的反应方式。特殊群体犯罪原因的生成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个人生理因素所决定

的，更主要是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这种特定的环境下逐渐积累而导致的。第三，一

些极端暴力犯罪更多的表现为社会群体表达对社会的某些制度、政策等不满情绪所实施的反抗行为，亦

或者是出于个人遭遇生活中的挫折，挫折的来源有很多，包括恋情、同事、家庭等等，致使行为人受到

情绪的影响，失去理智所实施的单纯的泄愤行为。极端暴力事件的犯罪成因和预防在当下中国仍然具有

较强的实践意义。第四，医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在犯罪学中的应用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

于犯罪人的心理测量及评估，在对犯罪人的危险性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的犯罪分析软件的呼声越

来越高。 

5. 暴力犯罪的防治研究综述 

针对家庭暴力犯罪方面刘晓梅提出要“德治”与“法治”并举，防控家庭暴力犯罪[8]。而很多研究

者更多探讨利用刑事途径对家庭暴力犯罪进行救济。钱松提出了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介入和干预中的

家长主义刑法理念和家庭暴力犯罪处置中的被害人过错和期待可能性理念[10]。王海燕认为源于家庭暴力

的女性暴力犯罪，需要通过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有效遏制才能起到较好的预防作用。从受虐女性角度而言，

关键在于对暴力环境合法的处置和有效的应对[11]。 
荣月认为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犯罪的有效预防对策有以下几点：1) 完善家庭教育方法；2) 加强学生的

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宣传教育。3) 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4) 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5]。 
高亚男认为外来人口犯罪问题是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新城市综合症，对这个新的城市综合症的治

理工作也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规范，综合治理，打击与预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统一。1) 不断

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管理工作。2) 建立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和综合素养培训体系。3) 打击与预防相

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统一。4) 多管齐下切实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经济生活水平、完善各项生活保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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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认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健全职业领域监测干预机制：第一，构

建从业人员犯罪风险测评机制；第二，建立重点从业人员追踪矫治机制；2) 阻断极端人员作案学习渠道：

第一，改进官方警情) 通报行文规范；第二，涤清暴力犯罪网络环境；3) 提升被害人防控意识与能力。

4) 加强应急快反协同处置建设[7]。 
暴力犯罪的防控包括两个方面：预防和治理暴力犯罪。众多研究者以暴力犯罪的特征分析、原因分

析，对暴力犯罪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的规律以及行为特征来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和改造对策。在如何

预防和治理暴力犯罪的问题上，众多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从司法层面和立法层面对暴力犯罪的打击

政策，到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从消除市场经济弊端、完善社会政策的宏观体系的防御，

到自我预防和心理救助的微观层面的微操。这些文献表明研究人员为解决暴力犯罪的难题做出了不懈的

努力。但研究者更倾向于从一般预防的角度出发，很少涉及到特殊预防。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特殊预

防的角度出发，提出针对暴力犯罪的预防和治理对策。首先应该从暴力犯罪分子的主观方面入手，将暴

力犯罪分子分为具有可改造性的犯罪分子和具有不可改造性的犯罪分子。其次，是对于发挥刑罚的改造

和教育功能以及对客观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善以及管理，使得犯罪分子能够转恶为善，实现社会再社会化，

能够适应和回归社会。最后是情景预防。通过关注的是犯罪行为所处的具体情境，控制、减少甚至消除

犯罪行为实施的情境因素，主要包括犯罪时空、犯罪生成的机会和条件，以避免被犯罪侵害而采取的一

系列预防手段和措施。 

6. 总结与展望 

1) 研究学科多样化。按照中国知网学科的分类，以“暴力犯罪”为篇名进行检索，中国在 2001~2021
年共检索出 600 多条结果。暴力犯罪主要涉及以下学科：公安(531 篇)、刑法(162 篇)、中国政治与国际

政治(111 篇)、社会学及统计学(89 篇)、诉讼法与司法制度(54 篇)、民商法(27 篇)、法理、法史(25 篇)、
精神病学(16 篇)、心理学(15 篇)、行政法及地方法制(13 篇)、特种医学(12 篇)、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12
篇)、高等教育(9 篇)、中等教育(9 篇)、新闻与传媒(8 篇)、政党及群众组织(8 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

理(7 篇)、职业教育(5 篇)、国际法(5 篇)、宗教(3 篇)。由此可见，有关“暴力犯罪”的研究涉及的学科较

广，主要集中在公安学、刑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 
2) 既有质性探讨，量化研究也日渐丰富。从 2001~2021 年暴力犯罪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暴力

犯罪领域研究早期的研究普遍采用定性理论探讨为主，以思辨和描述居多，实证研究要少得多，而近几

年逐渐呈现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或者只采用定量研究的现象。犯罪数据不公开、获取难度大等

一直以来都是犯罪学领域研究的难题，而民间的犯罪数据存在统计迷糊以及信度不高的问题，造成早期

研究中量化研究较少的现象。并且早期为数不多的暴力犯罪实证分析文章中，大部分是通过地方公开的

模糊数据以及结合案例分析的方式来剖析当前个别地方的暴力犯罪的特征，从而找出犯罪原因，提出对

策，运用到的研究方法更是比较单一。之后随着犯罪学的发展，学界越来越注重将暴力犯罪问题的研究

与经典犯罪学理论(如攻击挫折理论、紧张理论等)相结合，运用犯罪学经典理论来透视我国暴力犯罪的原

因，以犯罪学理论为工具解释暴力犯罪的现象。而近几年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重运

用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对判决书的统计分析。随着刑事案件判决书网上公开的制度

的逐渐完善以及以 SPSS 为主的统计分析软件进入到犯罪学领域，使得众多研究者目光关注到判决书的

研究上来，以判决书作为样本对其中的数据进行梳理以此展开研究。其二是以实际调查为基础展开研究，

以真实数据和科学统计分析为支撑，这使得研究更能反映出问题的真实情况，研究结论的信度也更高。

此外，暴力犯罪已由上世纪的纯粹的犯罪学转变为多种范式的研究，暴力犯罪对于心理学、统计学、社

会学、医学、生物学的理论运用已经日渐充分，与这些学科的前沿理论联系也日渐密切。近几年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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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论文部分也存在着些许不足。部分研究样本的数量不具有代表性。例如，有的研究者选取暴力犯罪

典型案例作为样本来研究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虽然具有某种代表意义，但该样本称很难代表样本整体情

况，很难将现实状况呈现出来，因此结论提供足够的实证依据，得出的结论也难免有失偏颇。在研究方

法上可以将更多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对暴力犯罪现象的研究中，比如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对犯

罪主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深层次地分析原因以及罪犯心理，进而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3) 既有宏观描述，微观论证也日渐丰富。既有侧重各种类型的暴力犯罪的现状、特点、趋势和防控

措施等宏观描述性研究。也有从犯罪的主体、客体、手段和环境等微观方面进行防控体系化的论证。 
4) 研究有些“偏科”。根据知网的检索，家庭暴力犯罪研究方向的相关文献有 215 篇文献，相关研

究涉及方方面面，学科涉及公安学、刑法学、统计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内容包括青少年

犯罪、女性犯罪、犯罪心理、犯罪被害等多方面。而部分研究方向如严重暴力犯罪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

界定。知网中检索到的严重暴力犯罪的相关研究数量也有 70 多篇，然而，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概念

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至今，学界虽有一篇专门论述严重暴力犯罪概念的论文，但是尚未形成主流的观

点。因此关于严重暴力犯罪的研究或是根据一般人对暴力犯罪的认知进行机械解读，或是根据严重暴力

犯罪与传统暴力犯罪的释义的比较以及不同学科间的比较来确定暴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或是在刑法条

文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暴力犯罪是“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行为和根据刑法条文第 17 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

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基础上

来界定严重暴力犯罪。定义研究的缺失让严重暴力犯罪研究范围模糊，这导致无法得出较为精确的结论。

另外，在没有界定清楚何为何为严重暴力犯罪的前提下，对其是实证研究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概念的

界定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学界关于“暴力犯罪”的概念界定已基本清晰，因此概念的界定应该充分采纳

这些成果，但不应当只是“严重的暴力犯罪”这种简单的拼凑。 
5) 基本问题没有理清。家庭暴力与家庭暴力犯罪是两个既相近而又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种概念，

其范围较为宽泛；后者是一个属概念，内涵较为狭窄。几乎所有的家庭暴力犯罪都是在家庭暴力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而很多研究者并没有分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如我们上文所论述的家庭暴力犯罪是家庭暴

力构成犯罪的一种类罪，是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可以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是不包括家庭暴力的，

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校园暴力和校园暴力犯罪的研究问题上。这种基本立场问题的错误致使后续的研究

都是失真和不周延的。 
6) 研究质量普遍较低。虽然目前有关暴力犯罪的研究数量较多，并且作为一种传统犯罪，研究持续

时间较长，但是研究质量参差不齐，其中重复研究比较多，并且大多数研究层次还比较低，较多数的研

究属于“现状分析–原因–对策”这一研究模式，这一点在质性研究中尤为突出。另外经过比对研究后

发现早期的原因研究和对策研究和近几年差别不大的现象，二十年的研究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显然是不

符合常理的，且学界关于暴力犯罪的研究鲜有争议，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研究深度的不足。那么现在以

及未来的暴力犯罪研究需要能以更加精确的数据，来测量和解读暴力犯罪近几年所发生变化，深度研究

和广度研究同样重要。另外很多研究者开始将研究视域放宽至国外，越来越重视比较研究，注重学习借

鉴域外防治对策，但不能一味地照搬并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国情，必须与我国实际情况相联系，才能提出

可资借鉴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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