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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犯罪心理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次修订，除了对原来相关内容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外，我们还根据近几年笔者对犯罪心理学问题
的思考，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同时，也借鉴和参考了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以期能够反映犯罪心理
学发展的最新动态。
　　犯罪心理学是研究与犯罪有关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
它是心理学在法学领域里的应用学科，是心理学与犯罪学相交叉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
我国在研究犯罪心理学方面起步较晚，以前一直不太受重视。
近年来，由于青少年犯罪现象的激增，金融领域里的犯罪日益猖獗，大案、要案、恶性案件时有发生
，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新的罪种和犯罪方式不断涌现⋯⋯，在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面前，如何有效地
治理犯罪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并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正是在现实社会的强烈呼唤下，犯罪心理学才逐渐被重视起来，并在预防和治理刑事犯罪的实践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此，研究和学习犯罪心理学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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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为了解决政法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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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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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传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梅传强，男，汉族，1965年9月出生，四
川省邻水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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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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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转化　第一节　犯罪动机的概述　第二节　犯罪动机的形成模式　第三节　犯罪动机的转化　第
四节　不明显的犯罪动机第七章　犯罪心理的主观差异　第一节　故意犯罪心理　⋯⋯第八章　犯罪
心理的年龄差异第九章　犯罪心理的性别差异第十章　犯罪心理的经历差异第十一章　犯罪心理的组
织形式差异第十二章　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犯罪心理学问题第十三章　几种主要的犯罪心理（上）第十
四章　几种主要的犯罪心理（下）第十五章　犯罪心理的预测第十六章　犯罪心理预防第十七章　犯
罪心理的矫正附录：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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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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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心理学的概念从字面上讲，对“犯罪心理学”这个术语可以有两种理解：一
是将之理解为“犯罪+心理学”，按照这种理解，犯罪心理学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
究与刑事犯罪有关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学科。
二是将之理解为“犯罪心理+学科”，按照这种理解，犯罪心理学即是研究犯罪心理的学科，具体而
言，是探讨行为人在何种心理状态下，受哪些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才构成犯
罪（即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犯罪的人性基础是什么？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包括从犯罪的预备、实行，到完成，甚至犯罪既遂后，为逃避刑事责任追究
而进行的一系列行为）的心理活动机制和转化规律；从心理与行为的关联性出发，根据心理演变的一
般规律，具体探讨犯罪行为着手或者既遂前的种种心理和行为征兆（犯罪心理预测）；探讨刑罚的心
理效应，以便为刑事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探讨罪犯心理的转化与矫治，以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
质量，预防重新犯罪等。
上述两种理解虽然各有偏重，但却共同揭示了犯罪心理学的本质。
犯罪心理学既要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心理的普遍规律，也要研究作为个体现象的犯罪心理的生成
机制。
当然，在阐释犯罪心理学的概念之前，还应当先弄清楚与之有关的两个概念：即犯罪和犯罪心理。
“犯罪”是一个刑法学概念，是指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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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心理学(最新修订)》是在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犯罪心理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次修订，除了对原来相关内容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外，我们还根据近几年笔者对犯罪心理学问题
的思考，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同时，也借鉴和参考了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以期能够反映犯罪心理
学发展的最新动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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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