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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平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法学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主编有《犯罪学》、《犯罪学
教程》、《犯罪学教科书》等教材，与人合著或主编的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犯罪与对策》、《贪污贿
赂犯罪的认定和对策》、《犯罪预防概论》、《中国预防犯罪通鉴》等著作。参加了“七五”和“九
五”两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曾获中国政法大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公安部金盾优秀著作二等奖、北京
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其业绩编入《
中国人才辞典》、《中国法学大辞典》等辞书中。                                              赵宝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独著有《犯罪学专论》，译著有《白领犯罪》（萨瑟兰著），参编或主编有《犯罪学教程》、《新
犯罪学》、《犯罪学》等教科书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及译文30余篇。参编的《新犯罪学》一书
获2005年司法部优秀成果二等奖。                                        王顺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博士。独著
有《刑事执行法学通论》、《社区矫正研究》等著作4部；主编有《犯罪学教程》、《劳动教养学》
、《中国犯罪原因研究》、《中国治安管理法学》等著作10部；参与主编《中国预防犯罪通鉴》、《
犯罪学大辞书》等著作及工具书6部。多次承担国家、司法部等社会科学重点科研课题，发表各类文
章60余篇。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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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
第一节 犯罪学的概念
第二节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节 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及体系
第四节 犯罪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第二章 犯罪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犯罪学研究方法概述
第二节 犯罪学研究的方法论
第三节 犯罪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第三章 西方犯罪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18世纪的古典犯罪学派
第二节 19世纪末的实证犯罪学派
第三节 当代犯罪社会学
第四节 当代西方犯罪学研究的特点
第四章 中国犯罪学的发展概况
第一节 中国古代犯罪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犯罪学的学科发展
第二篇 犯罪现象论
第五章 犯罪现象概述
第一节 犯罪现象的概念和特性
第二节 犯罪现象的结构和分类
第三节 犯罪现象的时空分布
第四节 犯罪现象的科学评估
第六章 新中国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及规律
第一节 建国初期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和规律
第二节 十年动乱时期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与规律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与规律
第四节 中外犯罪现象比较研究
第七章 犯罪行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犯罪行为的类型
第三节 犯罪行为形成的过程
第八章 犯罪人
第一节 犯罪人的概念
第二节 犯罪人的本质属性
第三节 犯罪人的分类
第四节 犯罪人的实证研究
第九章 被害人
第一节 被害人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节 被害人的类型
第三篇 犯罪原因论
第十章 犯罪原因概述
第一节 研究犯罪原因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犯罪原因的概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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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犯罪原因认识与研究的历史演进
第四节 犯罪原因的分类
第五节 犯罪原因体系及其结构层次
第十一章 犯罪根源
第一节 犯罪根源的概念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犯罪根源
第三节 犯罪根源与犯罪的联系
第四节 犯罪根源理论的意义及其局限
第十二章 犯罪的社会及环境因素
第一节 犯罪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概述
第二节 犯罪的政治因素
第三节 犯罪的经济因素
第四节 犯罪的文化因素
第五节 犯罪的教育因素
第六节 犯罪的思想道德因素
第七节 犯罪的法制因素
第八节 犯罪的人口因素
第九节 犯罪的环境因素
第十三章 犯罪的主体因素
第一节 犯罪主体因素概述
第二节 犯罪的生理因素
第三节 犯罪的心理因素
第四节 人格异常与犯罪
第五节 犯罪主观因素与犯罪客观因素的关系
第四篇 犯罪预防论
第十四章 犯罪预防概述
第一节 犯罪预防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第二节 犯罪预防的依据与困惑
第三节 犯罪预防的手段与方法
第四节 犯罪预防的体系
第十五章 预防犯罪的方针与原则
第一节 预防犯罪的方针
第二节 预防犯罪的基本原则
第十六章 犯罪的社会预防
第一节 社会预防概述
第二节 社会预防的功能
第三节 宏观社会预防
第四节 微观社会预防
第十七章 犯罪的心理预防
第一节 犯罪心理预防概述
第二节 犯罪心理预防的功能
第三节 犯罪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
第四节 变态人格的矫治
第十八章 犯罪的治安预防
第一节 治安预防概述
第二节 治安管理的功能及其原则
第三节 治安管理
第四节 劳动教养
第五节 技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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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犯罪的刑罚预防
第一节 刑罚预防的概述
第二节 刑罚预防的功能
第三节 监狱――刑罚预防的重要环节
第四节 刑罚预防的效益
第五节 刑罚预防的效能原则
第二十章 被害预防
第一节 被害预防的概念、特点与意义
第二节 被害预防的内容、形式和途径
第三节 被害预防的关键
第四节 被害预防中的刑事损害赔偿与补偿
第五节 人身与财产被害预防
第五篇 类型犯罪论
第二十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原因
第三节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防治对策
第二十二章 暴力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暴力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暴力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二十三章 性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性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性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二十四章 财产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财产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财产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二十五章 经济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经济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经济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二十六章 有组织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有组织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有组织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二十七章 未成年人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二十八章 女性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女性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女性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二十九章 毒品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毒品犯罪的原因和条件
第三节 毒品犯罪的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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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环境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环境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环境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三十一章 职务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职务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职务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三十二章 科技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科技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科技犯罪的防治对策
第三十三章 重新犯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重新犯罪的原因
第三节 重新犯罪的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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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犯罪学
”这一词是由拉丁文“Crimen”（犯罪）和希腊文“Logos”（学说）组成的，意思是犯罪学说。在科
学史上，最早使用犯罪学这一概念的是法国人类学家托皮纳尔，他于1879年在巴黎出版的《人类学》
中第一次提出了犯罪学的概念，意思是研究犯罪行为问题的学科。到了1885年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
洛出版了《犯罪学》一书，意思是关于犯罪人和犯罪行为的科学。到了1885年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
洛出版了《犯罪学》一书，意思是关于犯罪人和犯罪行为的科学。此后，犯罪学这个概念便被普遍地
采用了。在犯罪学、刑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学者们对犯罪学的概念、性质、研究对象进行了各种
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出现百家争鸣，各执一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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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好，质量不错，书内容也很好
2、原意是了解犯罪心理，并看到（潜在）受害者的应对策略的，没看到想看的，且数据等很老了（
但对青少年犯罪还是有所了解并很是惊心）。
3、书很好，邮寄的时候包装了三层，完好无损，很细心。真心喜欢这样的书店。
4、"实施了吸毒，卖淫，通奸，同性恋，乱伦等越轨行为的人以及某些自杀者，也属于犯罪学中的犯
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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