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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大华（1936-），福建省武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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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会
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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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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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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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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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犯罪心理学概述
  一、犯罪心理学的概念
  二、与犯罪心理学相关的概念辨析
  三、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四、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
  五、犯罪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第二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犯罪心理学的方法论概述
  二、犯罪心理学的哲学方法论
  三、犯罪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
  四、犯罪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五、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第三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步骤
  一、选择研究课题
  二、根据理论设定具体的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计
  四、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第四节 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一、我国古代犯罪心理学思想发展历程
  二、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和研究现状
  三、西方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四、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第五节 本书的体系构思
第二章 犯罪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第一节 犯罪与犯罪人
  一、犯罪的概念
  二、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上的犯罪
  三、犯罪人
  四、犯罪与犯罪人的关系
 第二节 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
  一、犯罪心理
  二、犯罪行为
  三、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整体性关系
 第三节 研究犯罪人的多维视角
  一、人的物质属性
  二、人的生物属性
  三、人的思想属性
  四、人的社会属性
 第四节 对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反思
  一、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二元内涵
  二、生物性不等于犯罪性
  三、对犯罪人的认识必须强调多维视角
第三章 犯罪心理结构
 第一节 犯罪心理结构概述
  一、犯罪心理结构的概念
  二、犯罪心理结构与个性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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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犯罪心理结构的意义
 第二节 犯罪心理结构的要素
  一、动力结构的组成要素
  二、特征结构的组成要素
  三、调节结构的组成要素
  四、犯罪人的心理状态
  五、犯罪心理结构中的潜意识
 第三节 犯罪心理结构的模式及形态变化
  一、犯罪心理结构的模式
  二、犯罪心理结构的形态变化
 第四节 犯罪心理结构的作用与特性
  一、犯罪心理结构的作用
  二、犯罪心理结构的特性
 第五节 犯罪心理结构的实证和测量
  一、犯罪心理结构的可测性
  二、犯罪心理结构的测量
 第六节 有关犯罪心理结构的学术争论
  一、争论的焦点
  二、对争论的思考
第四章 犯罪心理结构成因
 第一节 我国学者个体犯罪原因论
  一、台湾地区学者的观点
  二、大陆学者的观点
 第二节 国外个体犯罪原因论
  一、心理本能说的原因论
  二、精神病理学的原因论
  三、生物学的原因论
第五章 犯罪心理机制
第六章 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
第七章 盗窃、抢劫与诈骗犯罪心理
第八章 贪污与受贿犯罪心理
第九章 性犯罪心理
第十章 信仰型犯罪心理
第十一章 情绪型犯罪心理
第十二章 不同行为方式犯罪心理
第十三章 未成年人犯罪与女性犯罪心理
第十四章 不同犯罪经历犯罪心理
第十五章 群体犯罪心理
第十六章 过失犯罪心理
第十七章 变态犯罪心理
第十八章 犯罪心理预测与预防
第十九章 犯罪心理学应用技术
第二十章 犯罪心理矫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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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神经类型因素，指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巴甫洛夫发现，高级神经活动的兴奋过程和抑
制过程在强度、平衡性和灵活性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不同组合，形成了4种高级神经活
动类型，即活泼型、安静型、兴奋型和抑制型。巴甫洛夫认为，神经类型是心理特征的生理基础，气
质是神经类型的心理表现。　　在犯罪心理结构形成过程中，主体的神经类型所表现出的心理特点，
与其他心理因素相联系，使其在选择犯罪种类时体现出各自的特色。例如，兴奋型的人较易实施突发
性的暴力犯罪；安静型、灵活型的人则更多采取智力手段，进行诈骗、盗窃、贪污等犯罪活动。　　
（3）生物学因素。异常的生物学因素易使主体的心理活动偏离正常的轨道，容易接受不良的主体外
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犯罪心理。对犯罪心理形成有影响的异常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遗传负
因、精神发育迟滞（即低能）、内分泌异常、物质代谢异常、脑损伤、精神障碍、染色体异常、酒精
中毒及药物依赖等。　　2.心理因素，是指主体原有的个性心理结构中存在的、与犯罪心理形成有密
切关系的不良心理因素，主要包括个性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犯罪人通过这些不良心理因素
，积极地吸收主体外的不良因素，从而内化为犯罪心理。　　（1）个性倾向性中的不良因素。不符
合社会要求的个人需要、利己主义的动机、不良的兴趣、缺乏正确理想以及错误的信念和世界观等个
性倾向性，会影响个体心理活动的选择性、对事物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在接受外界负面刺激后容易形
成犯罪心理。　　（2）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性格是人对现实的稳定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
习惯。性格是十分复杂的心理构成物，它包含复杂的内容：1）对社会现实的性格特征。对社会持敌
视态度、对集体漠不关心、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狡猾虚伪、野蛮粗暴、自卑虚荣、狂妄自大，以及
好逸恶劳、浪费奢侈等性格特征，都容易在其他不良因素作用下形成犯罪心理。2）性格的意志特征
，指一个人能否自觉地调节自己行为方式的性格特征。下列不良的意志特征与犯罪心理的形成有关：
盲目性、冲动性、放纵性、依赖性、易受唆使性、任性、顽固性、鲁莽冒险性以及意志薄弱、缺乏自
制力等。3）性格的情绪特征。下列消极的情绪特征与犯罪心理形成有关：强烈的愤怒情绪，起伏和
波动程度大的不稳定情绪，严重的对立和敌对情绪，萎靡不振、消沉悲观、多愁善感的心境等。4）
性格的理智特征，指人们在认识方面稳定的经常表现的特点。下列认识方面的特点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有关：思维偏激极端，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差，道德认识和评价的水平低等。　　（3）自我调节的
缺陷。一个在个性倾向性和性格特征上有缺陷的人，在不良的外界诱因刺激下，能否形成犯罪心理，
取决于自我调节系统是否健全。自我调节系统主要由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构成。如果自我调节系统不
健全，难以抑制不良因素的控制，就容易形成犯罪心理。　　（4）人格障碍。人格障碍与犯罪心理
关系极为密切。（详见第十七章变态犯罪心理）　　3.行为因素，是指犯罪人原有的不良行为特点。
不良行为和不良心理结构密切联系，不良行为在不良心理的支配下发生。根据反馈原理，得逞的不良
行为如果会反作用于不良心理结构，使不良心理结构得到强化和发展，那么其恶性发展的趋势之一就
是形成犯罪心理结构。下列不良行为与犯罪心理结构的形成有关：　　（1）模仿和学习不良行为模
式。客观现实中的各种不良模式，往往成为缺乏识别能力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不良的行为方式的来源，
一旦他们接触这些不良的行为模式，很快就会内化为自动化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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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是一套基础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
用于广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该套教材有以下特
色：　　基础性。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学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基本制度，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实用性。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
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　　创新性。
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文内设计了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Page 7



《犯罪心理学》

精彩短评

1、这个专业性不是非常的强，相对于外国的那本来说。但是比较容易了解，不会觉得太枯燥，而外
国的那本适合用来作为进阶材料。
2、书里讲的东西好神奇的说 还有案例呢 值得一看
3、这个真的是纯属个人兴趣~哈哈
4、内容尚未看,印刷质量怎一个差字了得!简直不像亚玛逊,还宣称正品!不推荐.
5、不错的书，，内容很全
6、这是法学深入学习必学课程  当当网上能买到最新的教材 感谢当当网
7、应该精简。费话多。
8、这本书不错，内容很丰富，快递很给力
9、很好的一本书，马上去看。
10、书的内容很全，解释的很合理，符合中国法律专业学习，案例分析解释得很好，值得法律专业的
人学习，推荐同时学习心理学和犯罪学
11、收到时间不长   还没看完  前面感觉还好
12、非常好的一本书，内容很实用，值得推荐！
13、麻烦下次不要用邮政了，我跑了三个地方才拿到。
14、书挺好的，也很详细，很有帮助，不错，好评！
15、送货很快啊 很好
16、为他人代购，具体情况未知。
17、没有塑封包装，但书很干净
18、对于书有收藏癖，所以买了书收藏。
19、在看美剧犯罪心理学 所以买了一本看一下
20、特别系统 特别容易懂
21、还不清楚也
22、书根本没收到 客服售后态度太差 打电话五六次也没给我解决 而且也没有回复 还是我自己联系快
递公司赔偿的 同志们请记住 千万不要先付款 一定要货到付款 不然倒霉死～
23、物流的速度快，真是速度啊！
24、常看美剧犯罪心理，所以看看这本书，了解一下犯罪心理学
25、国内犯罪心理学专家之作，内容很详实
26、一般般，大多是概念和理论的简单罗列
27、和想象的差不多...
28、一般一般  前面堵是废话 后面讲到有用处
29、在读中，希望能够让自己更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30、买重了！可惜！
31、书的内容很全，解释的很合理，符合中国法律专业学习，案例分析解释得很好，值得法律专业的
人学习，推荐同时学习心理学和犯罪学！
32、行，好看
33、不错，很好看的一本书。喜欢！
34、与10年前的国内同类书相比，本书已经大有改观，反映了国内的研究水平，与引进的教材相比更
适合中国人学习。
35、国内教材，就是没那么有趣~~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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