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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硕士研究生考试

《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

（2019 年 12 月）

《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包含犯罪学与犯罪心理两部分考核内

容。本考试大纲分别对两部分的考核内容予以说明。

《犯罪学部分》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考查学生对于广义犯罪学学科体系下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40分；考试时间为 45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2.论述题，每题 10分，共 20 分。

Ⅲ.考查内容

第一章 犯罪、犯罪性、犯罪学

一、犯罪学与刑法学对于犯罪概念的不同界定

二、犯罪性与犯罪之间的关系

三、广义犯罪学的基本研究内容

第二章 犯罪学思想、犯罪学范式

一、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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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大利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基本观点

第三章 犯罪现象及其测量

一、官方犯罪统计中的漏斗效应与犯罪黑数问题

二、非官方犯罪调查

第四章 新中国的犯罪态势

一、五次犯罪高峰

第五章 犯罪的生物学解释

一、对犯罪生物学解释的基本评价

第六章 犯罪的社会学解释

一、犯罪的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二、默顿的紧张理论

三、赫希的社会纽带理论

四、萨瑟兰的差别交往理论

Ⅳ.参考书目

①杨学锋.犯罪学基础教程［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8.

《犯罪心理学》部分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考查考生对犯罪心理学基础知识掌握的基本情况，包括对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等掌握情况；考查考生对犯罪心理学相关知识的理解能

力；考查考生运用犯罪心理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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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40分；考试时间为 45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简答题，每题 5分，共 20 分。

2.论述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Ⅲ.考查内容

第一章 导 论

一、犯罪心理学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二、犯罪心理的性质与学科关系

三、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

第二章 犯罪心理结构

一、犯罪心理结构概念

二、犯罪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

三、犯罪心理结构的模式及形态变化

四、犯罪心理结构的特性

第三章 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

一、我国学者关于犯罪心理形成原因的观点

二、国外关于个体犯罪心理原因的观点综述

三、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主体因素

四、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主体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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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犯罪心理形成的综合动因论

第四章 犯罪心理机制

一、犯罪心理形成的机制

二、犯罪行为的发生机制

三、国外关于犯罪行为发生机制的主要理论

第五章 犯罪心理形成的静态分析

一、生物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二、心理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三、个体人格特征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四、社会环境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五、犯罪心理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六章 犯罪心理形成的动态分析

一、犯罪心理的形成

二、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

Ⅳ.参考书目

①董邦俊，康杰.犯罪心理学教程［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Ⅴ.参考试题（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犯罪学部分

一、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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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述题（每题 10分,共 20 分）

1.广义犯罪学基本内容体系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犯罪心理学部分

一、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 简述犯罪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二、论述题（每题 10分,共 20 分）

1.试述犯罪心理学研究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Ⅵ.参考答案

犯罪学部分

一、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的关系

迄今为止，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观点：等同说、包含说、

交叉说。（3分）

其中包含说是当下的通说。（2分）

二、论述题（每题 10分,共 20 分）

1.广义犯罪学基本内容体系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广义犯罪学基本内容体系中包括了三个部分：犯罪现象论、犯罪

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3分）

从事实层面而言，犯罪原因决定着犯罪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

而且犯罪原因也决定着什么样的犯罪对策才是有效的。（2 分）

从认识层面而言，则是首先观察到犯罪现象，而后才有可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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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隐藏着的犯罪原因；而且通常是基于已经认识到的犯罪原因出台

相应的犯罪对策。（2分）

根据论述情况，酌情给予 0-3 分。

犯罪心理学部分

一、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简述犯罪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答：犯罪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2 分）犯罪心理学是一门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学科；（1 分）犯罪心理学是一门偏重于社会科学的综

合性学科；（1分）犯罪心理学是一门具有或然性的科学。（1 分）

二、论述题（每题 10分,共 20 分）

1.试述犯罪心理学研究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答：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伦理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个

体性原则；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统一原则。（上述每个要点 1 分，共 6

分，剩余 4分，视答题情况酌情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