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古典學派： 
1、⾙加利亞 
2、邊沁 
3、理性選擇主義 克拉克、康尼斯 
4、犯罪計量經濟學 ⾙克 
5、威嚇主義 ⾺丁森、發塔 

犯罪實證學派： 
1、龍布羅梭 
2、費利 
3、蓋洛法羅 

犯罪生物學派： 
1、克雷齊默 
2、雪爾頓 

犯罪心理學派： 
1、⼼理分析理論 佛洛伊德 
2、道德發展理論 ⽪亞傑 
3、道德發展理論 柯伯爾 
4、⼈格特質理論 歐波特 
5、犯罪⼈思考模式 瓦特斯 
6、依附理論 鮑比 
7、母愛剝奪理論 哈洛 
8、社會學習理論 班都拉 
9、⾏為主義理論 桑代克、史基納、巴⼘洛夫 
10、反社會⼈格類型 施耐德 

整合學派： 
1、風險樹理論 ⿆克懷特 
2、明恥整合理論 布列斯懷特 
3、⽣物社會學習理論 傑佛利 
4、緊張控制學習理論 艾利歐 
5、完形犯罪學 安格紐 

犯罪預防理論： 
1、公共衛⽣犯罪預防模式 布列亭翰、佛列特 
2、三級犯罪預防模式 
3、發展性犯罪預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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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發展學派： 
■潛伏特質理論 

1、⼈格特質理論 格魯克夫婦 
2、慢性犯罪⼈研究 握夫幹 
3、⼀般化犯罪理論 赫胥、⾼佛森 
4、差別壓迫理論 柯⽂ 

■⽣活週期理論 

1、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命史理論）勞伯、桑普森 
2、犯罪⼈路徑研究 羅伯 
3、互動犯罪理論 宋⾙利 

■其他 

1、兩分類犯罪⼈理論 墨菲 
2、贖罪腳本論 ⾺魯納 
3、社會互動發展理論 派特森 

環境犯罪學派： 
1、新機會理論 克拉克、費爾遜 
2、防衛空間理論 紐曼 
3、環境設計預防犯罪理論 傑佛利 
4、情境犯罪預防策略 克拉克 

被害者學派： 
1、⽣活⽅式暴露理論 ⾟德朗等⼈ 
2、⽇常活動理論 柯恩、費爾遜 
3、對等團體假設 ⾟格等⼈ 
4、偏差鄰坊假設 ⿆斯、⿆爾 
5、犯罪鐵三角 克拉克 
6、無助學習理論 西⾥曼 
7、暴⼒循環理論 
8、情境互動理論 洛肯比爾、⾼夫曼 
9、重複被害因素與特徵 史帕克斯 
10、被害者促發理論 沃夫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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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社會學派： 
[結構學派] 

■解組理論 

1、無規範理論 涂爾幹 
2、社會⽣態理論 派克 
3、同⼼圓理論 伯格斯 
4、集體效能論 ⾟普森 
5、少年犯罪研究 蕭、⾺凱 
6、芝加哥區域計畫 蕭 

■緊張理論 

1、古典緊張理論 墨爾頓 
2、⼀般化緊張理論 安格紐 
3、制度性緊張理論 梅斯納、羅森非爾 

■副⽂化理論 

1、⽂化衝突理論 雪林 
2、暴⼒副⽂化理論 費洛提庫、握夫幹 
3、下階層⽂化衝突理論 ⽶勒 
4、幫派副⽂化理論 柯恩 
5、差別機會理論 克勞沃、奧林 

[過程學派] 
■學習理論 

1、差別接觸理論 蘇哲蘭 
2、差別增強理論 艾克斯 
3、中⽴化技術理論 ⾺札、西克斯 

■控制理論 

1、社會鍵理論 赫胥 
2、抑制理論 雷克利斯 
3、社會疏離理論 傑佛利 

■反應理論 

1、標籤化理論 ⾙克、李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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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學派] 
■⾺克思主義 

■多元⽂化衝突理論 

1、團體衝突理論 沃爾德 
2、權威衝突理論 塔克 

■激進派衝突理論 

1、激進派衝突理論 普拉特 
2、社會真相理論 昆尼 
3、強迫式協調結合理論 達倫道夫 

■批判犯罪學理論 

1、權⼒控制理論 哈根 
2、權⼒控制理論 歐布萊恩 
3、和平建構式理論 昆尼、倍平斯基等⼈ 
4、左派現實主義 李、楊格 
5、女性主義論 梅瑟史密斯 
6、結構與⼯具理論 

■修復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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