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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犯罪既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现象。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犯罪便始终伴随着社会的进程而存在。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各国无不遭受着因犯罪而造成的巨大灾难和痛苦，面对严酷的社会犯罪
问题.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密切关注着犯罪现象。
　　犯罪现象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法律现象。
犯罪学在研究犯罪问题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坚持客观性、社会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探讨犯罪
学视野中的犯罪概念、犯罪学研究的目的任务以及犯罪是社会的病态现象还是正常现象，等等。
　　本书共分四篇十四章，系统地探讨了犯罪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对犯罪学的核心问题诸如犯
罪的特点和规律、犯罪原因等，除了从宏观角度、平面层次进行分析外，还从微观层面、立体角度探
讨了犯罪行为的形成和发展。
　　本书部分作者长期战斗在公安一线，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部分作者来自公安司法教学一线
，总结了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同时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在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借鉴了中外各国学者们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这些学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可作为犯罪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参考书籍，同时对公安、司法战线掌握、分析犯罪问题具有
一定的指导作用。
　　由于我们的学术水平有限，仓促之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学界的同仁不吝赐教，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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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学原理》共分四篇十四章，系统地探讨了犯罪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对犯罪学的核心
问题诸如犯罪的特点和规律、犯罪原因等，除了从宏观角度、平面层次进行分析外，还从微观层面、
立体角度探讨了犯罪行为的形成和发展。
　　《犯罪学原理》部分作者长期战斗在公安一线，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部分作者来自公安司
法教学一线，总结了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同时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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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犯罪学的横向研究　　犯罪社会学把犯罪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并运用社会学的观
点.探讨犯罪与社会的关系。
犯罪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各种导致犯罪的直接因素的关系，在
这个范围内研究犯罪表现出来的社会决定性和社会规律性、社会根源以及预防犯罪的社会措施。
　　犯罪心理学研究犯罪人犯罪行为的心理机制及其客观规律，它着重在解释为什么生活在同样的社
会环境条件下，有的人会犯罪作恶，而大多数人则不会误入歧途，人们何以会对客观环境所作出这样
截然不同的行为反应？
犯罪心理学重点研究犯罪心理的成因、犯罪行为的动机问题、犯罪情境中行为人的心理、异常心理与
犯罪行为以及犯罪心理的预测和预防。
　　犯罪精神病理学研究人的精神紊乱与犯罪行为的关系。
由于人的精神疾病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因而需要研究精神疾病与犯罪之间存在哪些特殊的联系
。
　　犯罪生物学运用生物学的观点，采用类似医学的方法研究人的生理器官及其他生物功能与犯罪的
联系。
　　这些横向群体学科都只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对犯罪进行研究，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犯罪现象，
建立犯罪原因理论，还是运用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犯罪现象，都难以从总
体上得出科学、圆满的结论。
而犯罪学是以社会学为基础并融会各种与犯罪有关的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科学，是对犯罪各方面的整体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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