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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心理学（第5版）》的再版与修订实际给作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在修订中反映犯罪现
象、样态、形式的这种变化，反映作者对这一变化的思考。
这是机会，也是挑战。
因为，试图反映这一变化是容易的，但准确反映这一变化是困难的，而对这一变化给出科学的解释则
更加困难。
这不仅受制于作者学识的局限，也受制于观察角度的局限，获取材料的局限，学科发展的局限。
　　本次修订还是尊重了原来的篇章结构。
考虑到网络犯罪的发展，将原来&ldquo;青少年网络犯罪心理&rdquo;内容加以调整补充，构成新的一
章&ldquo;网络犯罪心理&rdquo;；将原来的&ldquo;恐怖犯罪心理&rdquo;从&ldquo;暴力犯罪心
理&rdquo;一章中分离出来，与增加的&ldquo;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心理&rdquo;和&ldquo;邪教犯罪心
理&rdquo;合为一章&ldquo;信仰型犯罪心理&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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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系统论等现代认识论的发展给我们以重要启发：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研究对象，即犯罪原因看
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存在着多种要素，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以此推动系统整体的发
展变化，从而导致一定结果的发生，因此把犯罪原因系统划分成不同层次的要素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但这并不能否定犯罪原因是由多种因素有机组成的系统的观点。
（二）犯罪原因的维度犯罪原因可以分为四个维度，第一，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犯罪的原因，即犯罪
的根源。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私有制的产生是犯罪的历史根源；第二，作为一定社会现象的犯罪的原因
，这一维度的犯罪原因，是指在特定社会形态及社会发展阶段中犯罪的原因，如现阶段我国的犯罪原
因；第三，作为一定类型的犯罪的原因，如团伙犯罪的原因，暴力犯罪的原因等；第四，作为个体行
为的犯罪的原因，即个体犯罪的原因。
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在于，犯罪的历史根源尚不能说明具体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中犯罪的原因，也
不能说明一定类型的犯罪原因和个体犯罪的原因，但是犯罪的根源却是研究各层次犯罪原因的基础。
犯罪原因的层次越具体，在它们的原因系统中所包含的特殊性成分就越多。
（三）犯罪原因的研究应当服务于预防、减少犯罪的实践犯罪原因的研究既应将此作为指导原则，同
时也应自觉地以研究成果接受预防、减少犯罪的实践的检验。
当我们认识到犯罪的原因时，我们应当能够通过减少、弱化以至消除原因，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效
果，否则这种研究既失去了其价值，也丧失了其科学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的研究也应坚持这样的
原则。
二、关于犯罪心理形成原因的几个概念在犯罪心理学中，有几个与原因相关的概念被经常使用，有时
也被混用。
这就是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犯罪倾向产生的原因、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
实际上，这四者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概括出的提法，因而各有不同的内涵，但彼此也有密切的联系
。
犯罪的心理原因，是指犯罪现象或犯罪类型或犯罪行为有多方面原因，犯罪的心理原因是其中之一。
因此，犯罪的心理原因是犯罪学中的概念，不是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是指是什么导致了犯罪心理的形成。
当然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因素很多，为了说明它们不是孤立地对犯罪心理的形成发生作用，我们常把
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看做是由各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在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系统中，当然也有一些心
理学因素。
如果说，犯罪的心理原因是从犯罪行为的角度来概括的，那么，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系统中的心理学
因素与犯罪的心理原因应当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系统比起犯罪的心理原因，
内容更为丰富。
犯罪倾向产生的原因，是指某一个体或群体为什么会产生犯罪的倾向。
犯罪倾向产生的原因既不同于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也不同于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
从原因的内容来看，他们有相互重叠之处，但不同的表述源于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角，也有不同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对犯罪倾向的原因研究的意义在于对于个体或群体犯罪的预测预防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话语和更具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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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心理学(第5版)》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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