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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考名师全程视频授课，图像、声音、文字同步传输，享受身临其境的教学效果；

□ 权威专家在线答疑，提交到答疑板的问题在 24小时内即可得到满意答复；

□ 课件自报名之日起可反复观看不限时间、次数，直到当期考试结束后一周关闭；

□ 付费学员赠送 1G超大容量电子信箱；及时、全面、权威的自考资讯全天 24小时滚动更新；

□ 一次性付费满 300元，即可享受九折优惠；累计实际交费金额 500元或支付 80元会员费，可

成为银卡会员，购课享受八折优惠；累计实际交费金额 1000 元或支付 200 元会员费，可成为金

卡会员，购课享受七折优惠（以上须在同一学员代码下）；

英语/高等数学预备班：英语从英文字母发音、国际音标、基本语法、常用词汇、阅读、写作等角度开展教学；数学针对有仅有高中入

学水平的数学基础的同学开设。通过知识点精讲、经典例题详解、在线模拟测验，有针对性而快速的提高考生数学水平。立即报名！

基础学习班：依据全新考试教材和大纲，由辅导老师对教材及考试中所涉及的知识进行全面、系统讲解，使考生从整体上把握该学科的

体系，准确把握考试的重点、难点、考点所在，为顺利通过考试做好知识上、技巧上的准备。立即报名！

冲刺串讲班：结合历年试题特点及命题趋势，规划考试重点内容，讲解答题思路，传授胜战技巧，为考生指出题眼，提供押题参考。配

合高质量全真模拟试题，让学员体验实战，准确地把握考试方向、将已掌握的应试知识融会贯通，并做到举一反三。立即报名！

真题测试班：通过真题的在线模拟测试，由自考 365 网校的专家名师指明未来考试中可能出现的“陷阱”、“雷区”、“误区”，帮助学员

减少答题失误，提高学员驾驭和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迅速提高应试技巧和强化所学知识，顺利通过考试！立即报名！

自考实验班：针对高难科目开设，签协议，不及格返还学费。全国限量招生，报名咨询 010-82335555 立即报名！

全国 2007 年 1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犯罪学（一）试题
课程代码：00235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

无分。

1.犯罪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       ）

A.犯罪现象 B.犯罪原因

C.预防犯罪 D.学科建设

2.从研究方法上看，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区别在于犯罪学主要采用（       ）

A.事实分析法 B.规范分析法

C.法律论证法 D.犯罪行为结构解析法

3.关于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当今大多数犯罪学学者持（       ）

A.法学观点 B.心理学观点

C.社会学观点 D.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观点

http://www.zikao365.com/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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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犯罪学”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者是法国学者（       ）

A.孔德 B.托皮纳尔

C.塔尔德 D.加罗法洛

5.现代犯罪学关于犯罪对策的核心内容是（       ）

A.犯罪的心理预防 B.犯罪的社会预防

C.犯罪的个体预防 D.犯罪的法律预防

6.在犯罪分类问题上，贝卡利亚认为犯罪行为的真正衡量标准是（       ）

A.法律 B.犯罪人的自由意志

C.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D.刑罚

7.以龙勃罗梭为代表的实证派犯罪学将犯罪学研究实现了从犯罪行为转向（       ）

A.被害人 B.刑罚

C.犯罪情境 D.犯罪人

8.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在对芝加哥地区的犯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       ）

A.同心圆说 B.犯罪饱和说

C.犯罪的生物遗传说 D.模仿论

9.依据影响某一结果的一种或几种因素以及它们影响的程度来主观判断抽取样本数的犯罪学抽样方法是（       ）

A.配额抽样 B.判断抽样

C.等距抽样 D.随机抽样

10.犯罪学对事物之间具有的相关关系进行统计分析，被称为（       ）

A.解释性分析 B.描述性分析

C.横向比较分析 D.纵向比较分析

11.一定时空内的犯罪数与人口总数之比是（       ）

A.立案率 B.破案率

C.人犯率 D.犯罪率

12.已经发生并被发现，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举报或已举报而未予统计的犯罪数是（       ）

A.发案数 B.相对暗数

C.绝对暗数 D.恒比数

13.从新中国犯罪发展的过程看，犯罪的大幅度起伏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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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济快速发展直接联系 B.自然环境的变迁直接联系

C.人体的生理变化紧密联系 D.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紧密联系

14.犯罪统计表明，从总体来看，当代中国犯罪人的初犯年龄（       ）

A.正在提高 B.正在降低

C.没有变化 D.变化不定

15.犯罪行为的本质属性是（       ）

A.违法性 B.社会性

C.形式多样性 D.社会危害性

16.欲望在犯罪行为发生机制中起着（       ）

A.纽带作用 B.辅助作用

C.核心作用 D.基础作用

17.犯罪行为的运作机制是犯罪人追求犯罪后果的（       ）

A.思想体系 B.组织体系

C.实践体系 D.形式体系

18.下列观点中，属于犯罪社会学理论观点的是（       ）

A.天生犯罪人论 B.人种论

C.亚文化论 D.差异交往论

19.在犯罪原因系统中，以对具体犯罪事件为中心，在较长时间和较大空间内同犯罪发生存在联系的因素组类是（       ）

A.犯罪根源 B.犯罪的一般原因

C.犯罪的具体原因 D.犯罪情境

20.弗洛伊德提出的关于犯罪原因的理论观点是（       ）

A.精神分析理论 B.挫折攻击论

C.智能低下理论 D.隔世遗传理论

21.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增长之间（       ）

A.存在着同步增长的规律 B.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C.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D.没有任何关系

22.无智能缺陷、心理紊乱不定、对自己的缺点毫无察觉、对别人不负责任、自制力差、易盲动等属于（       ）

A.精神发育迟滞的表现 B.精神常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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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重性精神病的表现 D.人格障碍的表现

23.精神障碍患者易实施（       ）

A.诈骗犯罪 B.暴力犯罪

C.经济犯罪 D.有组织犯罪

24.犯罪被害人学的奠基者是（       ）

A.门德尔松 B.亨得利

C.科恩 D.边沁

25.世界各国衡量被害风险的最重要指标是（       ）

A.被害数量 B.被害率

C.被害死伤率 D.被害死亡率

26.研究被害人的生活方式与被害之间关系的著名理论是（       ）

A.暴露理论 B.幸福计算理论

C.社会解组论 D.社会防卫论

27.被害人在犯罪侵害前容易接受犯罪人的诱导，成为犯罪人选择为侵害对象的特性是（       ）

A.被害的顺应性 B.被害的诱发性

C.被害的易感性 D.被害的受容性

28.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易遭受犯罪侵害的主要是（       ）

A.女性成年人 B.男性成年人

C.女性未成年人 D.男性未成年人

29.以匿名方式轮番征询专家意见，最终得出预测结果的经验推断法是（       ）

A.指数修匀法 B.时序预测法

C.特尔菲法 D.对比类推法

30.依据犯罪预防所作用的对象以及地位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可将犯罪预防划分为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和（       ）

A.疏导性预防 B.保护性预防

C.控制性预防 D.重点预防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

或未选均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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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犯罪学关于犯罪现象的研究具体包括（               ）

A.对犯罪现象属性的研究

B.对犯罪现象反映形式及特征的研究

C.对犯罪现象发展变化特点及规律的研究

D.对犯罪行为构成要件及定罪量刑的研究

E.对犯罪行为过程及机制的研究

32.实证派犯罪学与古典犯罪学的区别有（               ）

A.时代背景的区别 B.研究对象的区别

C.研究方法的区别 D.犯罪原因理论的区别

E.犯罪对策理论的区别

33.当代中国犯罪现象的特征有（               ）

A.经济领域犯罪严重 B.流动人口犯罪突出

C.群体性犯罪增多 D.职业犯罪比重增加

E.犯罪类型和手段的地区差异缩小

34.社会控制论的主要观点有（               ）

A.遏制论 B.标签论

C.中性化说 D.差异交往论

E.社会责任说

35.按照预测内容的标准，可将犯罪预测类型划分为（               ）

A.犯罪形式预测 B.犯罪形态预测

C.宏观犯罪预测 D.微观犯罪预测

E.犯罪手段预测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8 分）

36.狭义犯罪学

37.比较分析法

38.犯罪类型结构

39.犯罪的辐射律

40.犯罪原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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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精神障碍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42.简述我国犯罪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43.简述犯罪统计研究的主要内容。

44.简述犯罪方式的特征。

45.简述关于犯罪人研究的意义。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46 小题 10 分，第 47 小题 12 分，共 22 分）

46.试论述犯罪学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历程。

47.试论述三级犯罪预防论及其预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