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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全国重点政法院校系列教材《犯罪心理学》（梅传强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的修订版。
自2003年本书第一版出版发行以来，虽曾多次重印并作为部分高校的本科教材使用，但我们在教学过
程中也不断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同时，近年来国内外犯罪心理学理论又有了深入的发展，我国犯罪心理学理论界也产出了为数可观的
研究成果。
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马加爵杀人案、邱兴华杀人案等重大案件，以及由整个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前所未
有的社会心理变化，更是对犯罪心理学教学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深感对本书第一版进行修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此次修订，在结构和内容上与第一版基本保持一致，只做部分修订。
在结构上，删除了第一版第四章“当前的犯罪态势和带普遍性的犯罪心理”，将第一版第十七章“犯
罪心理的揭露”修订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犯罪心理学问题”。
在内容上，此次修订力求反映犯罪心理学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并积极吸收相关研究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深刻转型时期，犯罪的基本态势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流动人口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弱势群体犯罪等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
犯罪现象，有必要在教材中予以反映。
为此，此次修订新增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分析，并增加流动人口犯罪心理、国家工作人员犯
罪心理、恐怖主义犯罪心理、弱势群体犯罪心理。
同时，此次修订还更新了部分统计资料和数据，统一和完善了引注，并对第一版中的文字和表述错误
作了更正。
本书第一版由梅传强、王敏、彭继红撰写，梅传强任主编。
此次修订由梅传强拟出修订构想和计划，并由梅传强、王敏进行前期修订，形成了修订版初稿。
胡江、张异、邵栋豪、赵亮、姜敏对修订版初稿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并增加和调整了部分内容，为此
，修订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以上五位同志为编撰人员。
全书最终由梅传强统稿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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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本书是全国重点政法院校系列教材，自2003年出版以来，多次重印，广受赞誉。
    本次新版，汇集了本学科领域的优秀中青年作者，思想敏锐，知识体系完整。
本书尽可能全面而深入地阐述当代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分析了犯罪心理因主观、年龄、
性别、组织形式等而出现的各种差异，反映了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深入讨论了财产犯罪、暴力犯罪
、毒品犯罪、职务犯罪等不同的犯罪心理；此外，还在犯罪心理的预测、预防、矫正等方面都有精辟
的阐述。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法学类本科生、专科生学习使用，也可供司法实际部门的工作者研究和学习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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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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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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犯罪心理学的方法
类型及其选择第二章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第三章  有关犯罪原因的主要理论流派第四章  影响
犯罪心理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第五章  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内在因素的影响第六章  犯罪心理的主观差异
第七章  犯罪心理的年龄差异第八章  犯罪心理的性别差异第九章  犯罪心理的经历差异第十章  犯罪心
理的组织形式差异第十一章  几种主要的犯罪心理(上)第十二章  几种主要的犯罪心理(下)第十三章  犯
罪心理的预测第十四章  犯罪心理预防第十五章  刑罚预防的心理分析第十六章  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犯罪
心理学问题第十七章  犯罪心理的矫正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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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不能说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扩大了刑法学中犯罪概念的外延。
事实上，所有刑事法学科关于犯罪的认识，都是以刑法学中关于犯罪的概念为基础的。
当然，犯罪心理学（包括犯罪学）与刑法学研究的犯罪确实有差别，这种差别表现为两门学科研究的
出发点和目的的不同：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中关于犯罪的概念是一种现象概念，是从犯罪现象的各种
表现规律人手，以预防和控制犯罪为目的，主要研究犯罪行为的产生原因、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
探讨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对策；而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是一种规范概念，是从犯罪的认定和识别人手，
以准确而公正的定罪量刑为目的，它主要研究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区分罪
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及如何准确地根据具体的行为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定罪量刑，通过表明
国家对具体犯罪行为的否定态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犯罪心理学关于犯罪心理现象的探讨应以刑法学对犯罪的规范为基础；反过来，刑法学中对犯罪主观
要件的认定应以犯罪心理学对犯罪心理形成机制和刑事责任的心理基础的研究为依据。
2.犯罪心理的概念“犯罪心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犯罪心理仅指支配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
的心理活动和有关心理因素，即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时，其认识、感情和意志的活动规律，以及其
性格、气质、能力、需要、动机、价值观等有关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规律；广义的犯罪心理则是指与
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和完成有关的各种心理活动和心理因素的总称。
广义的犯罪心理不仅包括狭义的犯罪心理，而且还包括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前，预谋和准备犯罪过
程的心理活动，以及犯罪以后逃避侦查、打击、处罚的心理活动；同时也包括犯罪人通过教育改造而
悔过自新的心理活动过程和行为规律。
“犯罪心理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犯罪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
由于犯罪心理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与此相对应，犯罪心理学的概念也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之别。
狭义说认为，犯罪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犯罪主体的心理活动、心理因素和有关行为
表现的一门学科；而广义说却主张，犯罪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犯罪主体的心理活动
、心理因素和有关行为表现，以及犯罪对策中的心理学问题的一门学科。
可见，广义的犯罪心理学包括狭义的犯罪心理学和有关预测预防犯罪的心理学问题。
在我国犯罪心理学界，罗大华先生是广义说的代表，他认为：“犯罪心理学是研究与犯罪有关的心理
活动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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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心理学》编辑推荐：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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