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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罗大华 （１９３６～ ），福建武平人，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特聘博士生导师，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法律心理学分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犯
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中国监狱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心
理咨询师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１９９２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多年
从事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罪犯改造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主要著作 （含合著）有：《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刑事司法心理学
理论与实践》、《犯罪与司法心理学》、《罪犯改造心理学》、《证人证言心理》、
《法制心理学词典》、《中国法制心理科学研究十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法
制心理科学研究》、《罗大华７０华诞文集》、《中国法制心理科学文萃》等。

何为民 （１９３５～２００７），湖北武汉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心理学教授，

研究生导师，专业技术一级警监，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安徽、浙江省警官职业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犯罪心理学、

罪犯改造心理学、监狱学。曾发表学术论文１５０余篇，出版专著、教材、工
具书、论文集 （含合著）２５本。主要著作有：《犯罪心理学》、《罪犯心理矫
治》、《罪犯改造心理学》、 《司法心理学》、 《民事司法心理学理论与实践》、
《法制心理学词典》、 《中国法制心理科学研究十年》等。曾获得河北省社科
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司法部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及金剑文化工程优秀
论文一等奖、中国监狱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两次获得司法部部
级优秀教师称号。１９９２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赵桂芬 （１９６８～ ），安徽宁国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副教授。

１９９０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教育学士学位；１９９６年获中国
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６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在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犯罪
心理学、侦查心理学。主要学术成果：主编、参编 《侦查心理学》、《犯罪心
理学》等多部教材，个人专著 《供述心理与讯问对策解密》，翻译 《犯罪人
特征剖析》及参译 《罪犯心理矫治》等多部著作，在 《政法论坛》、《西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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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报》、《公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３０余篇。

马　皑 （１９６０～ ），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中国政法大学
社会学院副院长，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
心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会会长。主要论著
有：《犯罪心理学》、《犯罪行为的归因分析》、《论犯罪选择》、《论群体犯罪
心理》、《对犯罪人社会化水平的思考》、《卖淫活动的共生模式》、《对吸毒者
的心理分析》、《“法轮功”练习者受精神控制的心理分析》、《对弱势群体中
犯罪现象的思考》、《弱势群体与心态失衡》、《犯罪人特征研究》、《中国人心
态扫描》及 《再论犯罪选择》等。

刘建清 （１９６６～ ），江西赣州人，法学博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心理
学专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教师，副教授，应用心理学专
业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会理事。主要从事犯罪心理学、

司法心理学等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撰写的专著与教材有： 《犯罪动机与人
格》、《中国犯罪预防通鉴》、 《中国犯罪心理学研究综述》、 《犯罪心理学》

等，在 《中国监狱学刊》、《政法论坛》、《心理科学》、《中国司法》、《政法学
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论文３０余篇。主要论文有：
《犯罪心理学的价值范畴与方法论》、《青少年犯罪行为的无意识动机》、《论
罪犯心理评估》、《论罪犯脱逃心理及其矫治》、《三大心理流派对犯罪心理学
的影响》、《论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其人格测评》、《对犯罪人的认知矫正》、
《警察心理问题及其对策》、《犯罪心理测试技术评析》等。

郑红丽 （１９７７～ ），湖北宜昌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犯罪心理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青少年犯罪、言词
真实性识别技术、罪犯评估与矫治。目前已出版译著 《说谎心理学》与 《罪
犯评估和治疗必备手册》，发表论文 《青少年犯罪成因心理学理论研究新进
展》、《低自我控制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杀人案件
心理测试编题技术研究》、《测谎技术的新进展》、《罪犯心理矫治的回顾与展
望》、《国外罪犯心理咨询效度研究》等，参编了 《犯罪心理学》、《中国犯罪
心理学研究综述》等。

邢红枚 （１９７８～ ），黑龙江绥化人，法学博士，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讲
师，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会理事兼秘书长。研究方向：中国刑法、俄
罗斯刑事执行法、家庭暴力与妇女儿童保护。出版专著１部，参编著作４部，

在 《犯罪与改造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亚太地区比较法研究》等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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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发表中俄文章２０余篇。

姜丽娜 （１９８１～ ），浙江金华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法律心理学、证据法学。在 《心理科
学》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编写 《犯罪心理学》等多本教材与论
著，主持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法学与心理学整合视角下的证人
证言可信性研究 （ＫＹＺ１２４８１１００２）等多项课题，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０６ＪＺＢ００１１）———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
等多项课题。

陈　欢 （１９８２～ ），湖南武冈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法学专业司法心理
学方向博士生。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完善缓刑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对我
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思考》、《证人证言准确性研究的启示及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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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主管的，我国高校中唯一的法律专业
出版机构。多年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出
版了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高专、中专等不同层次、多种系列的法学教
材，曾多次荣获新闻出版总署良好出版社、国家教育部先进高校出版社等荣
誉称号。

自２００７年起，我社有幸承担了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的出版任务，本套教材将在今后陆续与读者见面。

本套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出版，凝结了我社二十
年法学教材出版经验和众多知名学者的理论成果。在江平、张晋藩、陈光
中、应松年等法学界泰斗级教授的鼎力支持下，在许多中青年法学家的积极
参与下，我们相信，本套教材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惊喜。我们的出版思路是坚
持教材内容必须与教学大纲紧密结合的原则。各学科以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
纲为蓝本，紧贴课堂教学实际，力求达到以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础知
识”为主要内容，并体现最新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在形式的设置上，坚
持形式服务于内容、教材服务于学生的理念。采取灵活多样的体例形式，根
据不同学科的特点通过学习目的与要求、思考题、资料链接、案例精选等多
种形式阐释教材内容，争取使教材功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优化，便于在校生
掌握理论知识。概括而言，本套教材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对法学教
材深入研究与探索的集中体现。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始终秉承锐意进取、勇于实践的精神，积极探索打
造精品教材之路，相信倾注全社之力的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定能以独具特色的品质满足广大师生的教材需求，成为当代中国法学教
材品质保证的指向标。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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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说明

本书于２００７年第一次出版，两年内重印，深受广大师生、同仁和读者

的欢迎。为了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和犯罪心理学教学研究的需要，总结

实证研究最新成果，我们对这部教材进行修订，力求使读者能够比较集中地

了解犯罪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犯罪心理学》第二版的更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一些章节进行了调整，如将原版教材中个体犯罪原因一节分为犯

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和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两个部分分别论述；影响犯罪动机

和犯罪心理发展变化因素的分类从两个方面变为更为全面的三个方面。

二、增加西方研究历史和现状的介绍。如重新撰写 “当代西方犯罪心理

学研究概况”和 “测谎技术”等章节，力求在促进我国研究的基础上与世界

接轨。

三、吸收犯罪心理学研究新成果和司法实践的新经验，吸收许多新的资

料。如在 “犯罪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一节中加重最新方法的介绍和阐

述；在不同犯罪类型心理的阐述部分更新了案例和资料，注重不同犯罪类型

的新特点；第七章中大量访谈实录的介绍和第十八章数据的更新等。

《犯罪心理学》第二版分工如下：

罗大华　陈　欢　第一、三 （部分）、五、九、十二、十四 （部分）章

何为民撰写、姜丽娜修订　第四、六、七 （部分）、十七 （部分）、二十

一章

赵桂芬　第七 （部分）、十一、十三、十五、十九、二十 （部分）章

马　皑　第二、十六章

刘建清　第十、十八章

郑红丽　第三 （部分）、二十 （部分）章

邢红枚　第八 （部分）、十四 （部分）、十七 （部分）章

姜丽娜　第八 （部分）章

全书由罗大华统编审订。陈欢做了全书的编辑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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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平所限和时间匆忙，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的

批评和修改意见，在此谨表感谢。

罗大华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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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二十几年来，经我主持编写的 《犯罪心理学》教材、专著不下十种，颇
受广大师生、同仁和读者的欢迎，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每次编写
出版 《犯罪心理学》，我都力求有些新意。这部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编写，总
结了以往编写专著、教材的经验，尽可能采纳大家的建设性意见，注意与时
俱进，博采众长。其新意主要表现在：

一、虽然仍以犯罪心理结构为核心来建构学科体系，但是，过去对犯罪
心理学的基本范畴———以犯罪人的本质属性为中心所展开的关于犯罪、犯罪
心理与犯罪行为的概念、属性、特征等都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教材列专章进
行了论述；犯罪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涉及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问题，过去的著作虽然做了一些论述和介绍，但显得薄弱，这部教材列了专
章，充实了内容。

二、注意吸收犯罪心理学研究新成果和司法实践的新经验，将２００７年２
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 《犯罪心理学》 （修订四版）共十七章增加到二十
一章，如犯罪人的本质属性、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贪污与贿赂犯罪心理、
犯罪心理学应用技术，原有的各章也不同程度地增添了新的内容，如 “犯罪
综合动因论”增加了最新的实证研究成果， “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增加了
“犯罪人在不同情境中心理状态的发展变化”。

三、本教材对一些章节进行了调整，如原教材 “犯罪类型理论”一章撤
销后，将一些内容调整到 “犯罪人的本质属性”一章中进行阐述；原教材导
论中关于 “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区别、联系和关系”调整到 “犯罪人的本
质属性”一章中进行论述。

四、各章都开辟了 “专栏”，介绍与教材内容有关的资料和案例，以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五、行文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适于大学本科以上教学使用，也
可供读者自学。

诚然，犯罪心理学的教学研究在不断深入，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加之编
者水平有限，因此，编者仍有绠短汲深、有负众望之感。

在此，诚恳地欢迎广大师生、同仁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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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本教材各章的分工如下：
罗大华　第一、三 （部分）、五、九、十二、十四 （部分）章
何为民　第四、六、七 （部分）、二十一章
赵桂芬　第七 （部分）、十一、十三、十五、十九、二十 （部分）章
马　皑　第二、十六章
刘建清　第十、十八章
郑红丽　第三 （部分）、二十 （部分）章
邢红枚　第八 （部分）、十七章
姜丽娜　第八章 （部分）
全书由罗大华统编定稿。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杨伟伟做了许多收集、整理资料和编辑性工

作，在此谨致谢意。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先驱何为民教授在撰写完分工的

各章书稿之后不久不幸病故，这是我国犯罪心理学界乃至法制心理学界的一
大损失，在此，谨以本书出版告慰何为民教授的在天之灵！

罗大华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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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重点掌握犯罪心理学的定义和
研究对象；掌握犯罪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任务和学习犯罪心理学的意义；

了解犯罪心理学的原则和本书的体系构思；难点在于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历史。

犯罪现象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至今仍然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
严重的国际性社会问题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历来为各国当局所重
视，而且为以研究社会问题为己任的众多学者所关注，从而使犯罪科学形成
庞大的学科体系。犯罪心理学是犯罪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从心理学角度
研究犯罪人形成犯罪心理和发生犯罪行为的原因、过程和规律，为公安、司
法机关揭露和惩治犯罪以及预防犯罪、矫治罪犯提供心理科学的依据和方
法，这是与犯罪科学其他分支学科所不同之处。那么，犯罪心理学究竟是怎
样的一门学科？在本章中应当作一明确解释，对这一学科领域有个初步介
绍，以引导读者迈进犯罪心理学之门。

■　第一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学科性质

一、犯罪心理学的定义
犯罪心理学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定义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之说，至今仍莫衷

一是。〔１〕概而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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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的心理和行为的一门学科；广义说认为，犯罪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１第一章　导论　

〔１〕 有关犯罪心理学广义和狭义之说的资料，可参考：①罗大华译编：“关于犯罪心理学对象问题的几
种观点”，载罗大华、何为民等编：《犯罪心理学教学参考资料》（上），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

１６～１８页。该文介绍了我国学者孙雄、蔡墩铭和日本学者山根清道、森武夫、宫城音弥、藤木英
雄、佐伯茂雄以及奥地利学者格罗斯的观点。②罗大华：“中国法制心理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载罗大华主编：《中国法制心理科学研究十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５～４９页。该
文介绍了我国犯罪心理学者对犯罪心理学定义的不同看法。



第
一
章

研究犯罪主体的心理和行为以及犯罪对策中的心理学问题的一门学科。

本书根据社会实践需要，博采众长，取广义犯罪心理学的定义，主张犯罪心理
学是研究影响和支配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结构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以及犯
罪对策的心理学依据的一门学科。

　　犯罪是刑法学的概念，一般定义为危害社会的、触犯刑事法律的、

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犯罪心理学中 “犯罪”的概念须与刑法学的 “犯
罪”的概念相一致。

犯罪人，是指实施了这种犯罪行为的人。

犯罪心理，是指影响和支配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的
总称。这些心理因素包括认识、情感、意志、气质、性格、能力、兴趣、需要、

动机、理想、信念、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心理状态等。

犯罪行为，是指犯罪人在一定的犯罪心理影响和支配下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

触犯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包括刑法中规定的故意犯罪
行为和过失犯罪行为两大类。

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如前所述，犯罪心理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说，与此相适应，犯罪心理学的

研究对象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学应把犯罪心理
或犯罪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广义的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学应将与犯罪有关的
心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除狭义的犯罪心理学的对象外，还应将被害人心理、证人
心理、侦查心理、审判心理、矫治心理以及犯罪的心理预测和预防作为研究对象。

本书采广义犯罪心理学体系，其研究对象的范围颇为广泛，可从两个方面加以
确定：

（一）把什么人的心理和行为作为研究对象
犯罪心理学以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是毋庸置疑的。为了

揭示犯罪心理形成和犯罪行为发生的规律，防止最容易成为犯罪人的人演变为犯罪
人，为了提高实施犯罪对策的人员的工作效率，就有必要把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的
心理和行为也作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具体说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大致
包括以下几种人的心理和行为：

１．犯罪人。这是犯罪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２．一般违法人。指实施了违反刑法，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
罪的行为和违反治安法规的行为而又为治安部门所处理的人。犯罪心理学之所以把
一般违法人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①虽然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
行为在法律上有比较明确的界限，但从心理机制上看，二者往往难以区分。②大量
的犯罪案例表明，犯罪行为往往是由一般违法行为演变而来的。为了预测犯罪，防

２　犯罪心理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