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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D_A6_E8_80_83_E8_c24_19551.htm 当人们听到各种刑事案

件发生的报道时，当人们被扒窃、被入室盗窃、被侵害等犯

罪事件时，都会发出这样的质问：人为什么会犯罪？犯罪人

有着什么样的心理？警察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并处理各种各样

的刑事案件、与看见或看不见的罪犯打交道，因此也迫切地

需要了解犯罪人的心理。那么，究竟什么是犯罪心理呢？ 犯

罪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要研究犯

罪心理，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犯罪心理”？虽然我们都很

熟悉并能理解“犯罪心理”一词的含义，但是，若要回答上

述几个问题就会感到犯罪心理现象非常复杂！很多人不同意

“犯罪心理就是犯罪人的心理”，认为“没有实施犯罪的人

也会有‘犯罪心理’”，那么，若说“犯罪心理是一种常见

的、人人皆有的一种普通心理现象”许多人又感到无法接受

。相反，有的人却认为：过失犯罪人似乎没有“犯罪心理”

，因为他们并不想犯罪！。。。。。。显然，要研究犯罪心

理现象必须首先明确其基本的概念。 在犯罪心理的概念中，

“犯罪”是定语，这就决定了在纷繁复杂的心理现象中我们

只研究与“犯罪”有关的心理活动。至于“哪些行为是犯罪

”？“哪些人是犯罪人并需要负刑事责任”？这一切都取决

于刑法的规定。 刑法意义中的“犯罪”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但作为犯罪心理的研究，“犯罪”概念应指刑法对犯罪现

象本质的概括，更注重其共性特征，注重它们对社会的危害

，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另外，“犯罪心理”还包括法律无法



界定的内在心理历程。因为，不可否认，法律不能认定为“

犯罪”的“内在心理历程”确实又与犯罪行为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因为任何行为都有内在的心理活动作为背景。 因此

，犯罪心理学现象的界定既要以刑法学研究的“犯罪”为起

点，又必须在其基础上延伸并扩展。因此，若给犯罪心理现

象作一界定，应定义为与实施被法律禁止并要予以惩罚的行

为有关的心理活动。犯罪心理学就是研究影响并支配人实施

被法律禁止的行为其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的学科。 由

于犯罪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所以，对犯罪心理现象的划

分也有不同的角度。从犯罪人的心理状态划分可以将其划分

为故意犯罪心理、过失犯罪心理、变态犯罪心理三种状态；

从犯罪心理的发展过程划分可将其划分为犯罪前心理、犯罪

中心理、犯罪后心理三个阶段；从犯罪人员特征方面划分如

年龄、数量、犯罪经历、性别、职业和身份等特征划分出一

些特殊类型的犯罪心理。如从年龄划分，可分为成年人的犯

罪心理、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其中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是

较为特殊的类型；再比如从犯罪经历划分，可分为初犯、偶

犯、惯犯、累犯。 犯罪心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介于犯罪学

和心理学之间。学习和了解犯罪心理学还需要学习和掌握一

些其他一些学科的知识，我们把它们分为基础学科和相关学

科。所谓基础学科，就是指学习或研究犯罪心理学之前必须

掌握的学科知识，主要有犯罪学、刑法学、心理学，心理学

主要涉及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发展心理

学。与犯罪心理学相关的学科审讯心理学、侦查心理学、法

庭心理学、司法矫正心理学等。 学习犯罪心理学是为了研究

犯罪心理现象，但是，犯罪心理现象不同于其他的心理现象



，它具有一定的隐密性、遮掩性极不可实验性。因此在研究

上有较大的难度。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必须遵循客观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联系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犯罪心理学的研究

方式由纵向与横向的研究、整体与局部的研究、个案与成组

的研究、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手段的研究。犯罪心理学的研

究方法主要借鉴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观察法（

分自然观察与控制观察）、调查法（分问卷调查和谈话法）

、测验法、实验法（分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