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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十周年院庆丛书：中日法律心理学的课题与共同可能性》针对中日两国法律
心理学研究状况进行分析论证，分别从多个方面介绍了中日两国在法律心理学方面研究的背景、渊源
、发展及现状，并针对两国的不同国情及社会背景进行详细解读，最终认为两国之间在法律心理学方
面具有很多共同性及可借鉴之处，应当加强两国在这方面的联系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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