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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结合当今高科技发展的形势，对国外高新技术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高科技犯罪原因、手法及
预防措施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涵盖了当前公共安全方面的诸多难题，内容涉及包括犯罪学、刑
事侦查学、刑法学、通信计算机技术、防伪技术、消防技术、交通技术、安全防范技术等领域。书中
列举了当前高科技犯罪的实例，并依据科技发达国家犯罪表现形势及发展趋势，提供了大量预防高科
技犯罪的方法和举措，指出了高科技在我国执法机关犯罪侦查中应用的广泛前景，内容丰富、信息准
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一部以高科技为中心的高级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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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是开裂的，不知道是快递原因还是本身质量问题。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毕竟价格很低，虽然书
是十年前的版本，内容肯定过时了，但是仍然可以用来开阔一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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