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学试题 

一、简答 

1.简述犯罪黑数及形成原因 

犯罪黑数，又称犯罪暗数或刑事隐案,是指虽已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予记载的犯罪数量。  犯罪黑数的主

要原因: 

①立案不实，警方不破不立、隐瞒不立、立而不统、立案不准等。   

②受害不报，被害单位、群体和个人,因担心名誉受损、害怕遭到报复、不信任警方等种种原因没有投诉，

不愿或不敢报案。  

③犯罪知情人因为害怕打击报复，顾及连带责任而持与己无关、消极观望等不作为心态不报案.   

④犯罪行为人为逃避刑罚制裁，隐姓埋名，流窜作案，制造现场假象嫁祸于人，以对抗警方打击，抵赖受

害人、知情人的检举、控告等。 

2.简述促成犯罪发生的主体因素 

一、心理学因素 

1、本能因素 

2、人格因素 

3、感情因素 



 

4、智力因素 

5、能力因素 

6、认知发展因素 

7、社会适应不良因素 

8、精神疾病 

二、心理学因素 

1、年龄因素 

2、性别因素 

3、体型因素 

4、遗传因素 

5、神经生理学因素 

6、生物化学因素 

3.菲利的“犯罪饱和法则” 

是在正常情况下，犯罪现象的总量以及增减幅度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及自然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的

规律。 



 

犯罪统计资料表明，无论是自然犯罪还是法定犯罪，其总量都是继续增长的，但各年度之间有升有降，呈

波动式变化,这些变化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会累积成为一系列真正的犯罪浪潮。 

4.犯罪预防的基本原则（P344） 

1、法制原则 2、人道主义原则 3、调动公众参与原则 4、具体化原则 5、统筹协调原则 6、科学化原则 7、

动态性原则 

5.简述犯罪现象的 3 个层次 

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三阶层递进式。其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组成。一个行为要构成

犯罪，除了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属于违法之外，行为人亦必须负有责任.   该理论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时，首先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要件该当性就是构成要件符合性).如果符合，再判断该行为

是否具有违法性。通常来说，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但有时也有例外，例如正当防卫行

为、紧急避险行为就是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如果具有违法性，再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有责性,即行为人是否负有

责任.通常来说，符合前两个要件的，就具有有责性。但是也有例外。例如 13 周岁的少年故意杀人的，或者丧

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故意杀人的，就没有有责性，就不承担刑事责任。 

6.简述犯罪规律  

即隐伏在犯罪数量、质量、结构等表象背后的犯罪现象存在和变动的一般过程和趋向，它深刻地反映着犯

罪现象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与人类自身之间的关系。犯罪现象规律具有客观性，也可以被认识和利用，并成

为犯罪控制的科学依据. 

7.简述我国综合治理方针的概念和特点 

所谓综合治理，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动政治的、法律的、行



 

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对违法犯罪问题进行综合性整治，

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特点： 

1、政府的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奖惩制度。 

3、逐步建立和完善“打、防、控”一体化的工作机制。 

4、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宣传和理论研究 

5、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与民主法治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相结

合，实现综合治理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 

8.简述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贪污、贿赂、徇

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

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包括《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 

（1）职务犯罪主体:职务犯罪的主体在我国法律中规定：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事业

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三是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四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委

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2）职务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后果,所持的一种心理与心理状态。 

（3）职务犯罪的客体要件：侵害的是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 

(4)职务犯罪的客观要件。我国法律规定职务犯罪的客观要件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利用职务之便；二

是滥用职权;三是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 

9.简述常见的犯罪人分类 

答:1、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这是以犯罪人的年龄为标准所作的分类.2、初犯与再犯。这是以犯罪人

是否第一次实施犯罪行为为标准。初犯是第一次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再犯是实施了两次以上犯罪行为的

人.3、常态犯和精神病犯罪人。这是以犯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为标准.精神病犯罪是精神状态不正常的犯罪

人。4、暴力犯与智能犯。这是按照四是犯罪的方法来分类的。暴力犯一般直接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给公民造

成生命、健康以及人格的严重损害。智能犯实施地与财产、经济利益有关的犯罪，通常又称为经济犯。5、男犯

与女犯。这是最古老的分类法之一.其他还有反革命犯意一般刑事犯、故意犯与过失犯以及主犯与从犯之分，其

刑事政策也都有所不同。 

10。犯罪学的价值或功用 

认识功能——认识犯罪现象、犯罪规律. 

导向功能——指导刑事政策。 

促进功能——促进刑法发展. 

防御功能——预防、减少犯罪的发生. 



 

11.挫折—攻击理论的基本内容（P95） 

挫折—-攻击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挫折容易引起攻击欲望和攻击行为，从而会导致大量犯罪，特别是暴力性

犯罪行为的产生。这种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索尔·罗森茨韦克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最先提出的. 

12.简述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 

答：（一）在犯罪过程中，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是相互对立的 

相互对立的角色扮演。 

2．在犯罪过程中双方互相排斥。 

3．在犯罪后果上，以侵害与被侵害对方的权利而形成了权利与责任对立的关系。 

（二）在犯罪过程中，犯罪被害人与犯罪是相互依存的 

1．相互对应的角色扮演. 

2．在犯罪过程中,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彼此互动。 

3．犯罪人与被害人在犯罪与被害过程中互补。 

(三）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角色转换 

1.“被害前”的被害转化。 

2.“被害中”的被害转化. 



 

3.“被害后”的被害转化. 

13.标签理论的基本内容 

标签是人们对自我形象的界定和产生.自我形象是透过与他人互动而产生，而他人的标签则是一个重要的因

素。标签理论认为，犯罪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个人被有意义的他人——如教师,亲戚，警察等贴上标签，描述

为偏差行为或犯罪者,他就逐渐自我修正，而成为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 

14.简述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及其与刑法学的关系 

犯罪学是以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为基础,并运用多种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揭示犯罪现象及其原

因,探索防控犯罪对策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答案：（一）犯罪学和刑法学区别。1、所研究的“犯罪”的外延不同。作为刑法学的研究对象，犯罪是一

种法律现象，是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而作为犯罪学的研究对象，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犯罪.

犯罪学的犯罪概念的外延比刑法学犯罪概念的外延大，犯罪学一方面研究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研

究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社会越轨行为。 

二者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刑法及其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犯罪学则主要

研究犯罪现象、犯罪行为、犯罪原因及其犯罪对策，其终极目的是期望运用法律的、社会的等措施和手段控制、

治理和预防社会客观存在的“犯罪"。 3、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刑法学主要采取的是规范分析的方

法,而犯罪学主要采取的是事实分析的方法。 

刑法学和犯罪学的联系。犯罪学和刑法学虽然存在着上述的差异，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

面,犯罪学对刑法学的发展起着辅助功能，另一方面，犯罪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以刑法规范和刑法学的

研究为基础。 



 

3 试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相互关系？ 

答：（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区别（1）从学科性质上看，刑法学是一门规范性科学，它以刑法规范为依据,

研究犯罪的法律特征以及犯罪与刑法之间的相互关系（2）从研究内容上看，首先，在所研究的犯罪行为的外延

方面，刑法学研究的是法律现象，是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而犯罪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犯

罪.（3）从研究方法上而犯罪学则采用事实分析法,即经验型的研究方法。(二）犯罪学与刑法学的联系（1）刑

法学为犯罪学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基本概念和原理（2）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刑法学研究所运用。  

15.简述技术预防 

犯罪的技术预防：是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设计和利用各种技术防范手段，即时发现犯罪、阻

止犯罪、制服犯罪人的活动。 

16.简述犯罪的自然原因 

所谓犯罪的自然原因，是指触引、促发主 体实施犯罪，从而与犯罪现象具有因果关系， 作为构成主体存

在与活动的外部自然环境的诸 因素及其过程。 

犯罪的自然原因的特性 1、原生性 先验存在的自在之物，个体无法选择与抗拒。 原生性→预防犯罪只能

防止其与其他因素结合导致犯罪。 2、间接性 “自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犯罪，必须有“中间项” 才有可

能正好契合犯罪人的某种反社会倾向. “月黑风高杀人夜" → “间接性"→犯罪预防的多层次，多环节特点。 3、

具象性 与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心理原因相比，可以直观 地感知. 

1、原始自然： ? （1)气候: （2）地理 2005 年美国的卡特林娜飓风袭击新奥尔 良市，一霎那间的堕落

美国。 ? ？ 比如边境军火贸易，车臣地区、独联体的边界，海洋——索马里海盗“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 ？ 

（3）时间 夜深人静——-走夜路男女都危险。 ？ 2、人工自然：(电影“上帝之城”） (1)城市死角 （2）村

落结构 （3)交通工具 （4）亭台楼榭 ? ？ ？ ? (二）犯罪的自然原因的特性 1、原生性 先验存在的自在之物，



 

个体无法选择与抗拒. 原生性→预防犯罪只能防止其与其他因素结合导致犯罪。 2、间接性 “自然”本身并不

能直接导致犯罪，必须有“中间项" 才有可能正好契合犯罪人的某种反社会倾向. “月黑风高杀人夜” → “间

接性”→犯罪预防的多层次，多环节特点。 3、具象性 与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心理原因相比，可以直观 地

感知. 二、时间与犯罪 (一）昼夜周期与犯罪 ——一般来说夜晚的发案率高于白昼 美国：入室盗窃、抢劫和偷

汽车，22 时左右；谋 害和伤害,大多在 20 时至 2 时。 日本:抢劫、杀人、重伤、强奸、猥亵等，多在 22 时以

后，盗窃在 22 时最多，其他则在 22 时至 2 时。 台湾：盗窃案多发在 9—10 时,伤害案多为 18—19 时, 杀人

案多 21-22 时。 为什么盗窃、杀人、伤害、抢劫、强奸 等案件易发生在夜间呢？ ？ 1、就犯罪人而言,由于

夜幕的掩护，犯罪分子 容易隐蔽和逃脱； ？ 2、就被害人而言，夜间处于休息和疲惫状态， 警觉性较低，疏

于防备外来侵袭； ？ 3、就社会环境而言,夜间的社会防范力量较小。 ——某些犯罪白昼的发案率高于夜晚。 

如扒窃行为，几乎全发生在白昼， 特别是城市上、下班高峰期。  

17。犯罪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关系 

主观因素指与犯罪有关的各种意识、心理和犯罪人的个性特征；客观因素指犯罪行为和犯罪人个性形成的

各种社会因素 

犯罪主观因素与犯罪客观因素的关系 

（一）犯罪行为根源与社会客观实际。 

（二)相对意志自由在犯罪行为形成的实施过程中的作用。 

18.简述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三方面：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及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一）犯罪现象  犯罪现象是犯罪事件发展的外部形态和联系。犯罪学的研究也是以犯罪现象的研究为基础,



 

只有通过犯罪现象的研究才能进一步分析犯罪原因，寻找适当的犯罪对策。  犯罪现象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

即具体的犯罪事件与犯罪事件的集合体:  ①具体的犯罪事件,包括犯罪人、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

对象、犯罪发生的时空条件及犯罪造成的后果。  ②全部或部分犯罪事件的集合体，主要从整体、结构方面来

研究，包括犯罪状况、犯罪特点、犯罪规律。⑴犯罪状况，指一定时空犯罪发生的数量、犯罪率、犯罪类型、

时空分布、危害程度,犯罪人的性别、年龄、职业、身份、文化程度、犯罪经历等构成状况。是犯罪学研究基本

的经验事实.⑵犯罪特点,是指一定时空条件下犯罪现象所表征出来的犯罪状况的特殊性.⑶犯罪规律，是指作为犯

罪集合体的犯罪现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决定着犯罪现象发展变化的趋势。  

（二）犯罪原因  犯罪学研究中所指出的犯罪原因应当从统计论的因果关系角度来理解，即犯罪原因对于

犯罪的发生只具有概率性的作用和影响，而不是必然引起犯罪的发生.即犯罪原因就是指增加犯罪发生概率的各

种事物或现象。  犯罪原因的研究一般从两个思考方向展开：一是个体性差异研究,假设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可

能实施犯罪,主要从犯罪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研究;二是社会结构/过程研究,假设某类社会环境产生较高的犯罪率,

主要从宏观和微观社会环境方面寻找犯罪原因。  

（三）犯罪预防和控制  预防和控制犯罪是犯罪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犯罪控制，是指国家专门机构在犯

罪行为发生后或过程中采取的把犯罪数量和犯罪质量限制在社会容忍的正常范围内的强制性手段。犯罪预防,是

指为消除犯罪原因和条件，防止犯罪发生而事前采取的社会性和专门性的综合措施。 

19.简述犯罪人类学派的基本观点（P80） 

一、龙勃罗梭的理论 

（一）生来犯罪人理论  根据龙勃罗梭的研究，生来犯罪人在身体特征、感觉和功能特征、心理特征和其

他智慧方面，都有不同于正常人的表现。 

（二）犯罪原因理论 包括：人类学原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 



 

二、格林的遗传低劣理论 在犯罪人的身体特征方面,除了诈骗犯之外，犯罪人的身高和体重都比一般人低劣。

犯罪人的智力与一般社会的正常人的智力差别很大。 

三、胡顿的犯罪人类学研究 

1、犯罪人与市民之间的人类学差异 

2、不同类型犯罪人之间的人类学差异 

3、犯罪与种族有一定的联系. 

20.简述犯罪社会原因的特点 

26 什么是犯罪的社会原因？简述其特点和研究意义？ 

答:犯罪的社会原因是社会中那些决定、促使、引起犯罪产生的社会因素的总和，是指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

和引起犯罪的各种具体社会现象。 

犯罪社会原因的特点：（1）它不是自然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社会关系结构的规定性.它在犯罪发生

过程中起必要作用(2)它是引起动机的刺激诱发因素，是犯罪产生的引力和助力。(3)受国家和社会政策的直接影

响和左右.（4)它产生于社会关系，与现实社会生活直接相关，尤其与社会心理、社会风气和社会氛的意义 

二、论述 

1.试论犯罪预测的概念与特点 

答:犯罪预测就是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一定社会内未来犯罪现象的种类、数量、发展趋势以及特定个

体犯罪或再犯罪的可能性等内容,所进行的有根据的推测和估计。 



 

犯罪预测的特点：现实性、示导性、可变性、复杂性。  

2.失范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启示 

失范（anomie) 字面意义为没有或失去社会规范。在社会学中，主要指人们对什么是适当的社会规范的理

解存在的本质上的分歧,也指由社会规范或价值观的瓦解或缺乏造成的不稳定状态。 

关于社会失范的两种主要解释，是由涂尔干和默顿提出来的。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失范是由于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改变尚未完成而造成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快

于这种分工所要求的道德基础,这样，社会的某些方面便受到不适当的控制，从而导致失范. 

涂尔干还把失范与现代社会的病态相联系。例如,他在《自杀论》一书特别研究了失范型的自杀。失范型自

杀就是在社会规范对什么事情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做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时，人们陷入矛盾状态之

中而容易引起的一种自杀。他认为社会越是失范,自杀率就越高。他认为，无论是经济萧条时期还是经济繁荣时

期，自杀事件都会有所增加，因为上述两个时期均置人们于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原有的准则和规范失去了

作用，生活变得漫无目的,自杀便容易发生。 

默顿修正了涂尔干的心理学假设,他将失范的含义由无规范更改为规范冲突。在他对当代美国社会的分析中，

他认为，社会价值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离（disjunction）和文化所规定的目标统一欲达到这些目标所

采取的制度化的合法手段之间的分离，是造成人类不幸的原因.当人们不能用合法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失范就

产生了。但人们也可以通过遵从、革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叛等不同方式(后四种属于越轨行为）去适应

这种失范，以这些方式去抵制社会规定的目标或手段，抑或同时抵制它们两者。 

启示：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社会变革，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普遍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失范现象.中国正在经

历着这样的过程，必然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它是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剧烈震荡性的失范，是

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失范。因此，我们应当关注与重视现实生活中社会失范问题的研究,探寻社会失范的原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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