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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值此中国犯罪学学会主持编撰的《中国犯罪学研究30年综述丛书》即将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之际，
受中国犯罪学学会及王牧会长的邀请，为丛书作序，深感荣幸，亦觉惶恐。
从1978年起算，中国犯罪学的恢复重建走过了30年的艰辛历程，《中国犯罪学研究30年综述丛书》可
以说是这30年历程的一种学术总结，也是一份献礼。
回顾30年来我国犯罪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以为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标志表现为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犯罪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
30年前，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是依附于刑法学的，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依附于刑法学的犯罪学，受制于法条以及规范学科的研究方法，难以开展具有社会视野的犯罪学研究
。
随着我国犯罪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实证的与经验的研究方法的确立，我国的犯罪学从刑法学中
摆脱出来，这就为我国犯罪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犯罪学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30年前，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深受当时极“左”的意识形态的桎梏。
例如，私有制是犯罪的总根源、犯罪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等。
这些观点形成了束缚犯罪学研究的政治教条，使犯罪学理论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内容，极大地损害了
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在犯罪学理论中的去魅。
犯罪学家面向社会，直面犯罪，从现实出发，展开犯罪学的理论研究，为治理犯罪提供理论依据。
三是犯罪学的国际化的融合。
30年前，我国的犯罪学还具有封闭性，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犯罪学逐渐地融人世界范围内的犯罪学研究当中。
例如，大量犯罪学的经典著作翻译介绍到我国来，为深入开展犯罪学研究提供了学术资源。
同时，我国与外国的犯罪学机构、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术交流，尤其是我国犯罪学学会即将加入国
际犯罪学学会，将使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犯罪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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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综述》是“中国犯罪学研究30年综述丛书”之一，全书共分13个章节，主要
对中国刑事政策知识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中国刑事政策研究概述、刑事政策基本理论研究
述评、刑事立法政策研究述评、量刑刑事政策研究述评、死刑刑事政策研究述评等。
该书的出版为我们展示了30年来我国在犯罪学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从而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
一个平台。
《中国犯罪学研究30年综述丛书》是中国犯罪学恢复重建走过的30年历程的一种学术总结，也是一份
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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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中国犯罪心理学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前期阶段(二)复苏阶段(三)繁荣阶段(四)深化阶段二、中
国犯罪心理学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一)课程设置(二)机构建设(三)论著发表(四)学术团体(五)学术交流(
六)人才培养(七)应用研究三、中国犯罪心理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机构建设问题(二)研究人员培养(
三)理论创新问题(四)研究方法问题(五)学术规范与学风(六)国际学术交流四、中国犯罪心理学发展的
展望(一)重视稳定和培养专业人才队伍(二)重视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三)进一步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四)促进多学科研究的结合(五)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六)普及犯罪心理学知识第一章 犯罪心理学基本
理论问题研究第一节 犯罪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一、犯罪(一)不同见解(二)简要评论二、犯罪人(一)
不同见解(二)简要评论三、犯罪心理(一)不同见解(二)简要评论四、犯罪心理学(一)不同见解(二)简要
评论第二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研究一、概说二、不同见解三、简要评论第三节 犯罪
心理学研究方法探讨一、有关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综述(一)关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及研究的
可能性(二)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三)犯罪心理学常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四)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
的类型二、简要评论(一)主要成就(二)存在的不足第四节 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研究一、犯罪心理学研
究的犯罪原因范畴(一)犯罪心理学研究个体层面的犯罪原因(二)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有别于犯罪行为
产生的原因二、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相关因素(一)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因素(二)主体内外因素间的相
互作用(三)主体内外因素在犯罪心理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三、犯罪心理形成的理论研究(一)内外因素
论(二)动力因素论(三)多因素论(四)“聚合效应”论(五)综合动力论(六)综合动因论四、简要评论(一)
主要成就(二)未来研究的展望第五节 犯罪人格研究一、犯罪人格概念的提出与研究和争论概述(一)人
格的含义(二)犯罪人格概念的提出、研究和争论概述二、犯罪人格研究与争论的内容(一)有无“犯罪
人格”的争论(二)“犯罪人格”含义的争论(三)“犯罪人格”特征的争论三、简要评价(一)争论的积极
意义(二)争论中存在的问题(三)未来研究的思考第六节 犯罪心理结构研究一、犯罪心理结构概念的提
出与研究和争论概述二、犯罪心理结构研究与争论的内容(一)有无“犯罪心理结构”的争论(二)“犯
罪心理结构”含义的争论(三)“犯罪心理结构”成分的争论(四)“犯罪心理结构”模式的争论(五)“犯
罪心理结构”适用范围的争论三、简要评价(一)争论的积极意义(二)争论中存在的问题(三)未来研究的
思考第七节 犯罪动机研究一、关于犯罪动机的概念的不同观点(一)犯罪动机的定义(二)犯罪动机的分
类二、关于犯罪动机的形成的不同观点(一)犯罪动机形成的条件(二)犯罪动机形成模式说与机制说三
、关于犯罪动机的功能及其与犯罪目的的关系的不同观点(一)犯罪动机的功能(二)犯罪动机与犯罪目
的的关系四、简要述评(一)主要成就(二)未来研究的建议第八节 犯罪心理的发展与变化研究一、有关
研究的综述(一)犯罪人在不同犯罪阶段中的心理状态(二)犯罪过程中动机的发展变化(三)犯罪心理结构
的发展变化二、简要评论(一)主要成就(二)未来研究的展望第九节 犯罪行为机制研究一、有关犯罪行
为机制的不同观点(一)内外化机制(二)刺激反应与反馈机制(三)量变质变机制(四)“动机+心理模式”
说(五)社会学习机制二、犯罪心理形成过程及犯罪行为发生的模式(一)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二)犯罪行
为发生的模式⋯⋯第二章 犯罪类型心理研究第三章 应用犯罪心理学研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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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方面，要重视申报和申请致力于阐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课题的研究。
在有关科研管理部门征求课题指南意见时，犯罪心理学工作者要努力出谋划策，积极提供犯罪心理学
方面的课题题目。
在有关科研管理部门发布课题指南后，要组织研究力量、认真填写申请材料，积极争取申报和立项犯
罪心理学方面的课题，广泛利用各种资源开展犯罪心理学的研究。
（四）促进多学科研究的结合犯罪心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应当是努力实现多学科的结合，特别
是犯罪心理学要充分吸收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促进和发展犯罪心
理学的研究。
在犯罪心理学的相关学科中：首先，要重视与犯罪有关的学科，例如，法律心理学其他分支学科。
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处在发展之中，但是，其中的一些与犯罪有关的分支学科已有较好的发
展，例如，侦查心理学、审判心理学、罪犯心理矫治等，犯罪心理学应当重视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状
况，注意吸收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
又如，犯罪学、刑法学等学科。
犯罪心理学要认真研究这些学科的新发展，将它们加以消化和吸收。
同时，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丰富有关犯罪的知识，促进这些学科对于犯罪问题的认识。
其次，要重视心理学其他学科的发展。
特别是要重视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最新发展。
再次，还要重视生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促进对于犯罪现象的认识的深化，有利于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最后，还要重视利用计算机技术等促进犯罪心理学的研究。
例如，重视利用计算机化的软件辅助开展犯罪心理学调查研究；重视建立犯罪心理学研究方面的数据
库，提高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效率。
（五）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在未来的犯罪心理学发展中，要更加重视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和译
介等方面的工作，深化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
就“走出去”而言，中国的犯罪心理学研究者在提高外语水平的情况下，要更多地出国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要更多地到国外参观访问和考察研究，一些有条件的犯罪心理学工作者要到国外去，在犯罪心
理学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等，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和进修，追踪和了解国际社会犯罪
心理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要努力在国际性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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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先是在3月份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应邀加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院，担任教授和犯罪与矫正研究所所长，重新回到离开多年的大学。
然后在6月份参加了于四川绵阳举行的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15届学术研讨会暨中日犯罪防治与和谐社会
构建学术研讨会，重新开始参加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
后来，在2007年8月于江西井冈山举行的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第4届会员代表
大会暨第16届学术研讨会上，受聘担任中国犯罪学会副秘书长，更多地参与学会的工作。
在2007年12月15日举行的中国犯罪学会会长会议上，研究决定编写《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丛书》。
当主持这项工作的陈兴良教授提议由我担任《中国犯罪心理学研究综述》一书的主编时，立刻产生了
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一方面，感到有点欣喜和惊讶，没有想到自己过去从事过的那一点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在十几年
之后还有人记得（因为这十几年来自己主要从事犯罪学史、监狱学及社区矫正方面的研究，犯罪心理
学的研究几乎未能顾及，没有发表什么像样的成果），因此，有一点安慰之感。
特别是陈兴良教授本身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对他在繁忙的刑法学研究和教学之际，还关注到自己多
年以前曾经从事过的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很是感到惊讶。
另一方面，感到五味杂陈，多年以前从事犯罪心理学教学研究过程中经历过、体验过的一幕幕情景、
一次次事情，浮现脑际。
随着写作的进行，很多已经遗忘的事情在心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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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在和过去，两者都可能存在于将来，而将来则包含在过去之中。
　　——T.S.El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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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犯罪心理学研究综述》为中国犯罪学研究30年综述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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