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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受西南政法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托，为该校法学专业和刑事侦查专业本科生开设的犯罪
心理学课程编写的教材。
　　研究和学习犯罪心理学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广大政法干部迫切需要掌握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知识
，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增强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广大人民群众也急需了解和学习犯罪心理
学知识，以不断增强自己的犯罪防范意识、提高自己抵御受害的能力。
因此，本书的出版，既是解决政法院校犯罪心理学课程的教学用书，也是为了满足广大政法干部、法
学工作者心理学工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犯罪心理学之急需。
　　本书理论与实践并重，继承与探索结合，既从犯罪心理机制角度，系统地探讨了各种形态的犯罪
心理特征；又从我国综合治理的方针出发，通过对各种类型的犯罪心理现象的探索，提出了对犯罪进
行有效的预测和预防的若干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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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传强　　文字　　梅传强 ，男，汉族，1965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
　　学历：1982年9月～1984年10月就读于南充师范学院（现为西华师范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
；1984年10月～1986年7月，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86年9月～1989年7月
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获心理学硕士学位；2001年9月～2004年7月，就读于西南政法大
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工作简历：1989年7月～现在，一直在西南政法大学工作。
其中，1992年晋升为讲师，1997年晋升为副教授，2004年晋升为教授。
2000年6月，获刑法专业硕士生导师资格。
　　社会兼职：中国犯罪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心理学会理事
兼应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政法大学毒品犯罪与对策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现代法学》编辑。
　　在教学方面，为博士生、硕士生、双学位、本科生、专科生等不同层次的学生主讲了中国刑法学
、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专业核心课、限选课、选修课等不同类型的课程共7门。
一直坚持每学期至少为本科生讲两门课程，每学期都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
由于教学态度认真、负责，教学效果一直受到学生好评。
2002年，荣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八届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三等奖）”；2004年，荣获“西
南政法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科研方面，先后主持省（部、市）级重点课题2项，主研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教育部、
重庆市、四川省等重点课题5项，主持校级重点课题2项，已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19部，其中，主编6部
，独著2部；在《现代法学》、《法学评论》、《犯罪与改造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云
南大学学报》、《政法学刊》、《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科研成果中，有1项获国家社科二等奖（合作项目），有2项获省（部）级三等奖，有1项获中国犯罪学
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有2项获西南政法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此外，2003年，荣获“重庆市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首批人员”；2005年，荣获“重庆市
第二届中青年骨干教师”称号。
　　梅传强近五年（2001年以来）科研成果目录　　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独著，共23.5万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反思——“严打”的社会心理透视》（论文）,载《犯罪认定与适用研究》
，长安出版社，2002年8月版，共计1.1万字。
　　3.《论吸毒的心理演变及其矫治对策》， 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共
计1.1万字。
　　4.《论恐怖犯罪行为的根源——文明及文化冲突论解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5
期，共计1.35万字。
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3年第3期全文转载。
　　5.《论未遂犯的处罚依据》（梅传强、张永胜合作），载《政法学刊》，2002年第5期，共计1.6万
字。
　　2003年：　　6.《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刑事责任的心理基础》，载《现代法学》
，2003年第2期；共计1.35万字。
　　7.《论犯罪的高危人群》，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5期，共计1.1万字。
　　8.《有关诬告陷害罪的争论及其辨析》（梅传强、孙策平合作），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3年第2期，共计1.2万字。
　　9.《犯罪心理学研究对象新论》，共计0.8万字，载《犯罪心理与矫治新论》（罗大华、胡一丁主
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0.《犯罪心理学》（主编，承担第一、二、三、四、八、十一、十二、十三章，共计13.5万字）
，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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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犯罪心理学理论研究前瞻》，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共计0.7万字。
　　12.《定罪统一依据论》（梅传强、张永胜合作），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法判解研究》2003年
第4辑（总第5辑），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共计1.0万字）　　13.《犯罪心理学》（全国统编教材，参编，承担第五、七、十章，共计6万字）
，科技出版社，2004年1月版。
　　14.《论犯罪心理的生成机制》，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1期。
共计1.3万字。
　　15.《论刑事责任的根据》，载《政法学刊》2004年第2期，共计1.6万字。
　　16.《论直接故意中的犯罪意志》，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共计1.08万
字。
　　17.《双重视野中的犯罪目的》，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共计1.38万字。
　　18.《论犯罪与刑罚的人性基础》，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4年第6期，共计0.56万字。
　　19.《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博士论文，共计23.3万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0.《论犯罪心理的基础与实质》，载罗大华主编《法制心理学的新起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2004年10月版。
　　21.《犯罪故意中“明知”的含义与内容——根据罪过实质的考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共计1.2万字。
　　22.《刑事案例诉辩审评——抢劫、抢夺罪》（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3月版。
　　23.《评》，载《政法学刊》2005年第2期。
　　24.《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探究》（与徐艳合作），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25.《论犯罪与刑罚的人性基础》，载《犯罪学论丛》（第3卷）王牧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26.《互联网对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与李学刚合作），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
第5期。
　　27.《刑事案例诉辩审评——危害税收征管罪》（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8.《法律的真谛——写给执法者的书》（参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9.《毒品犯罪刑罚适用问题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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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 　第一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犯罪心理
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二、犯罪心理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 　第二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任务 　　一
、理论方面的任务 　　二、实践方面的任务 　第三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研究犯罪心理
学的指导原则 　　二、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基本步骤 　　三、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主要方法 第二章 犯罪
心理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第一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历史 　　一、我国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发展简史 
　　二、国外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发展简史 　第二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现状 　　一、我国犯罪心理学
的研究现状 　　二、国外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现状 　　三、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趋势展望第三章 有关犯
罪原因的主要理论流派 　第一节 犯罪的生物学派理论 　　一、犯罪生物学派理论的产生 　　二、犯
罪生物学派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犯罪的社会学派理论 　　一、犯罪社会学派理论的产生 　　二、犯
罪社会学派理论的发展 　第三节 犯罪的精神分析学派理论 　　一、犯罪精神分析学派理论的产生 　
　二、犯罪精神分析学派理论的发展 第四章 当前的犯罪态势和带普遍性的犯罪心理 　第一节 当前的
犯罪态势 　　一、犯罪的高危人群 　　二、犯罪的数量和犯罪率 　　三、犯罪的类型特征 　　四、
犯罪的手段和方式特征 　　五、犯罪的组织形式特征 　　六、犯罪的性别比例特征 　第二节 当前带
普遍性的犯罪心理 　　一、老实吃亏心理 　　二、攀比嫉妒心理 　　三、补偿回报心理 　　四、从
众同流心理 　　五、浓缩人生心理 　　六、法不治众心理 　　七、偏激浮躁和仇恨报复心理 　　八
、其他类型的犯罪心理第五章 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外在因素的影响 　第一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与时空因
素的影响 　　一、时间因素对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 　　二、地域因素对犯罪心理形成的影 　第二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家庭因素的不良影响 　　一、家庭结构的缺陷 　　二、家庭教育的缺陷 　第三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学校教育因素的影响 　　一、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薄弱 　　二、教育体制存在的
缺陷 　　三、教育监督管理简单化 　第四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与不良文化的诱导 　　一、由多元文化
的冲击形成的不良文化 　　二、大众传播媒介中不良因素的诱导 　　三、犯罪的亚文化 第六章 犯罪
心理的形成与内在因素的影响 　第一节 犯罪者的需要 　　一、需要的概念 　　二、需要的种类 　　
三、犯罪者的需要特征 　第二节 犯罪动机 　　一、动机的基本理论 　　二、犯罪动机的特征 　　三
、犯罪动机的作用 　　四、犯罪动机的分类 　　五、犯罪动机的形成 　　六、犯罪动机的转化 　　
七、不明显的犯罪动机 　第三节 犯罪者的智力特征 　　一、智力概述 　　二、智力与犯罪 　第四节 
犯罪者的气质特征 　　一、气质概述 　　二、气质与犯罪 　第五节 犯罪者的情绪和意志特征 　　一
、情绪的概念和分类 　　二、不良情绪与犯罪 　　三、情绪障碍与犯罪 　　四、犯罪者的意志特征 
　第六节 犯罪者的性格特征 　　一、性格的概念 　　二、犯罪者的性格特征 　第七节 犯罪者的自我
意识 　　一、自我意识的概念 　　二、自我意识障碍与犯罪 第七章 犯罪心理的主观差异 　第一节 故
意犯罪心理 　　一、犯罪决意阶段的心理表现 　　二、实施犯罪阶段的心理表现 　　三、实施犯罪
后的心理表现 　第二节 过失犯罪心理 　　一、过失犯罪心理的概述 　　二、产生过失犯罪的心理原
因 　　三、过失犯罪的认识特征 　　四、注意与过失犯罪 　　五、过失犯罪与其他心理因素 第八章 
犯罪心理的年龄差异 　第一节 犯罪的年龄差异概述 　　一、犯罪率方面的年龄差异 　　二、犯罪类
型上的年龄差异 　　三、犯罪手段上的年龄差异 　第二节 青少年犯罪心理 　　一、青少年犯罪的身
心基础 　　二、青少年犯罪的行为特征 　　三、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 　第三节 中壮年犯罪心理 　
　一、中壮年人犯罪的身心基础 　　二、中壮年人犯罪的特征 　第四节 老年犯罪心理 　　一、老年
犯罪的身心基础 　　二、老年犯罪的特征 　　三、老年犯罪的心理分析 　　四、老年犯罪的预防措
施 第九章 犯罪心理的性别差异 　第一节 女性犯罪概况 　　一、我国女性犯罪概况及基本特征 　　二
、女性犯罪的心理与社会成因 　第二节 性别差异及其对犯罪的影响 　　一、女性的生理发展 　　二
、男女两性的心理差异 　　三、犯罪的性别差异 　第三节 女性犯罪的心理分析 　　一、女性性犯罪
心理 　　二、女性杀人犯罪心理 　　三、女性财产犯罪心理 第十章 犯罪心理的经历差异 　第一节 不
同犯罪经历的犯罪人概述 　　一、对不同犯罪经历犯罪人分类概述 　　二、不同犯罪经历犯罪人的
一般特征 　第二节 初犯心理 　　一、初犯的心理特征 　　二、初犯的主要犯罪类型 　　三、初犯的
心理转化及预防 　第三节 累犯心理 　　一、累犯的人格特征 　　二、累犯的心理特征 　　三、累犯
的经验 　第四节 惯犯心理 　　一、惯犯的心理特征 　　二、惯犯的行为特征 　　三、惯犯的习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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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第十一章 犯罪心理的组织形式差异 　第一节 概述 　　一、概念 　　二、共同犯罪的行为特征 
　第二节 一般共同犯罪心理 　　一、共同意向性 　　二、目的统一性 　　三、心理趋同性 　　四、
心理相容性 　第三节 有组织犯罪心理 　　一、犯罪集团的特点 　　二、有组织犯罪的心理基础 　　
三、有组织犯罪的心理特征 第十二章 几种主要的犯罪心理（上） 　第一节 财产犯罪心理 　　一、诈
骗犯罪的心理分析 　　二、盗窃犯罪的心理分析 　第二节 暴力犯罪心理 　　一、暴力犯罪心理的概
述 　　二、杀人犯罪心理 　　三、抢劫犯罪心理 第十三章 几种主要的犯罪心理（下） 　第三节 毒品
犯罪心理 　　一、毒品犯罪的特点 　　二、毒品犯罪人的一般心理特征 　　三、吸毒的危害和心理
演变 　第四节 变态心理与犯罪 　　一、变态心理的概述 　　二、变态人格与犯罪 　　三、性变态与
犯罪 　　四、精神病人的危害行为 　　五、变态心理形成的原因及矫治措施 第十四章 犯罪心理的预
测 　第一节 犯罪心理预测概述 　　一、犯罪心理预测的概念 　　二、犯罪心理预测的分类 　　三、
犯罪心理预测的内容 　第二节 犯罪心理预测的方法 　　一、直观型预测法 　　二、探索型预测法 　
　三、规范型预测法 　　四、反馈型预测法 　　五、初犯预测与再犯预测法 　　六、犯罪心理预测
的基本步骤 第十五章 犯罪心理预防 　第一节 犯罪心理预防概述 　　一、犯罪心理预防的概念 　　二
、犯罪心理预防的原理和特点 　第二节 犯罪心理预防的功能 　　一、人格塑造功能 　　二、心理调
节功能 　　三、社会控制功能 　　四、促进社会发展功能 　第三节 犯罪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 　　一
、加强社会教育──促进人的持续社会化 　　二、引导自我修养──促进人格的自我完善 第十六章 
刑罚预防的心理分析 　第一节 刑罚一般预防的心理功能 　　一、教育功能 　　二、威慑功能 　　三
、抑制功能 　　四、刑罚的补偿功能和安抚功能 　　五、对刑罚一般预防功能局限性的分析 　第二
节 刑罚特殊预防的心理功能 　　一、刑罚的惩罚功能 　　二、个别威慑功能 　　三、刑罚的感化功
能 　　四、教育改造功能 　　五、影响特殊预防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对刑罚预防效果的心理分析 　
　一、刑罚规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刑罚适用中的不公正对预防效果的影响 　　三、刑罚执
行中的弊端对预防效果的影响 　　四、有效发挥刑罚预防功能应注意的问题 第十七章 犯罪心理的揭
露 　第一节 侦查心理 　　一、侦查心理的概念 　　二、侦查心理的特点 　　三、研究侦查心理的意
义 　　四、对犯罪现场的心理分析 　第二节 预审心理 　　一、预审工作的阶段性特点 　　二、预审
工作的心理特点 　　三、预审心理对策的适用 　　四、犯罪嫌疑人在预审过程中的心理表现 　　五
、提高预审质量的心理学对策 　第三节 刑事审判心理 　　一、定罪量刑过程的心理分析 　　二、影
响定罪量刑的心理因素 第十八章 犯罪心理的矫正 　第一节 犯罪心理矫正概述 　　一、犯罪心理矫正
的概念 　　二、犯罪心理矫正的可能性 　第二节 犯罪心理诊断 　　一、犯罪心理诊断的概念 　　二
、犯罪心理诊断的功能 　　三、犯罪心理诊断的种类 　　四、犯罪心理诊断的内容 　　五、犯罪心
理诊断的技术和方法 　第三节 对罪犯的心理矫治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 　　二、罪犯心理矫
治的基本内容 　　三、罪犯心理矫治的分类 　　四、罪犯心理矫治的技术和方法 附录：本书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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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自我认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自我意识完善的程度。
因此，培养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首先应提高自我认识的水平。
要提高自我认识的水平，一是要增强人们自我认识的主动性；二是促进他们的自我评价符合自身的实
际情况；三是帮助他们形成丰富、完整、概括、稳定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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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并重，继承与探索结合，既从犯罪心理机制角度，系统地探讨了各种形态
的犯罪心理特征；又从我国综合治理的方针出发，通过对各种类型的犯罪心理现象的探索，提出了对
犯罪进行有效的预测和预防的若干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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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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