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學期末考重點整理

犯罪學這門科目主要希望透過科學的檢視與分析，找出犯罪現象的結構，並

在事實的基礎上擬定防治對策。有關犯罪學的起源、發展、基本原理等，相信同

學已在期中考時有了一定的理解。期末考繼續處理之前尚未談到的學派，並引入

被害者的角度，嘗試重新詮釋犯罪學的意義。最後，有關刑罰的問題，也是本次

命題的重點。

由於本次考試橫跨 9到 16章，範圍近一百七十頁，牽涉的主題可說是既多

且廣。粗略看來，平均每兩個章節左右才會有一道題目。建議同學在準備時以「單

元」的劃分來準備。也就是說，除了個別學派之外，被害者學與被害預防等章可

一併閱讀；刑罰的問題也可以放在一起思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各論的部份雖

然比較具體，但也比較分雜。章節與章節間的聯繫不易看出。因此，同學在閱讀

時必須設法將每個主題串起來，並進出在具體與抽象之間，思考各論與總論的關

聯。

本次考試依往例，可以攜帶課本。既然是開書考試，可想而知的是，命題上

一定會有對應的調整。從考古題上來看，我們發現題型大致有三：大方向、細節、

還有能提高鑑別力的實例題。根據以往經驗，「對細節的掌握」是同學的弱項。

比方說，有些理論會有別名或子理論，這些部分若沒有事先掌握，當場翻書也難

以尋得；此外，每章開頭的摘要部分，也是常被漏掉的部份。摘要有提綱挈領總

結該章的效果，務必細心閱讀。以下分述各章重點：

 犯罪心理學探討犯罪的心理動機。其中，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以及該學說

的影響非常關鍵。而犯罪心理學在實務上的應用，也就是心理剖繪技術、測

謊等更是關鍵考點。同學務必要釐清，測謊的到底是在受測者有沒有說謊？

還是有其他生理心理學上的原理？

 犯罪經濟學跟前章以討論心智缺陷或精神病態人格的心理學部分不同，經濟

學假定人的行為是理性選擇的結果與表現。因此，經濟學家會著眼人們趨吉

避凶的本能與希望把效用最大化的觀點來設計政策。在這些討論下，成本與

效益的分析是很重要的。換言之，同學一定要思考各種犯罪的成本與預防犯

罪的成本為何。

 犯罪生態學主要探討人與環境間的相互影響。簡單來說，犯罪不會平均散佈

在地表，而會有好發地。如何把這些常發生的犯罪地點科學地找出來並研擬

對策，是本章的重點。因此，我們一定要熟悉與此相關的常用理論、技術與

策略，如：少年犯罪地帶、犯罪基圖、犯罪熱點、社區警務等。



 衝突犯罪學顧名思義是從衝突的角度來思考犯罪。該理論在 70年代之後成

為犯罪學主流，也延伸出後續的批判犯罪學與激進犯罪學等。此派犯罪學者

的想法與傳統犯罪理論相當不同，同學務必對每一理論家進行掌握。

 被害者學是由被害人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如之前理論一般，由犯罪人、犯

罪環境的角度出發。在這個單元裡，我們要先知道被害者角色變遷的各階

段，並由此思索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落實被害預防與被害保護。唯有從實際出

發，我們才能認清被害者學的任務與困境，進而思考被害者學能否獨立成一

門學科。

 刑罰的單元處理了刑罰的意義，以及刑罰的基本原則等。同學理解時宜把常

見的刑罰與保安處分，搭配前述原理原則一同理解。各種具體刑罰的使用都

有其爭議，唯有從各自的立論基礎出發，才能看清當中的爭點所在。總之，

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的利弊探討，是重要的考點。

 最後，關於實例題的準備。最近發生了不少國內外的重大刑案，也引發各方

對刑罰意義的反思。其中，有關死刑廢除、以刑止刑、罰金刑的有效性與公

平性等都有不少討論，這些都是同學準備時務必要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