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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杨正鸣：《市场经济与犯罪问题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年版； 

2、杨正鸣主编：《网络犯罪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杨正鸣主编：《金融犯罪与法律控制》，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版； 

4、武汉主编：《刑事侦查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5、黎明正主编：《侦查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张筱薇：《比较外国犯罪学》，百家出版社1996年版； 

7、何家弘编著：《外国犯罪侦查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周欣主编：《中外刑事侦查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9、任惠华主编：《刑事案件侦查》，法律出版社2000版； 

10、王传道编著：《侦查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张玉镶、文盛堂：《当代侦查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 

12、郭晓彬主编：《刑事侦查学》，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 

13、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15、张弢：《刑事侦查程序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徐美君：《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张建伟：《刑事司法体制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李忠诚：《刑事强制措施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马进保：《中国区际侦查合作》，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23、赵国玲主编：《知识产权犯罪调查与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24、卞勘光：《涉枪犯罪侦防研究》，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25、史殿国、高良科主编：《狱内侦查方略》，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6、肖琼主编：《公安机关管辖经济犯罪的认定与侦查》，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 

27、吕卓、徐学元、孙建国主编：《经济罪案的认定与侦查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 

28、魏东、唐磊主编：《金融犯罪认定与侦查》，群众出版社版； 

29、郭晓彬主编：《侦察策略与措施》，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0、王传道：《侦查谋略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1、何家弘等编著：《西方奇案》，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32、宋万年、宋占生：《外国警察百科全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宋浩波：《犯罪经济学》，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4、马跃进主编：《跨境犯罪研究》，群众出版社2002版； 

35、朱兴有、魏赛娟：《经济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6、张平吾：《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7、张远煌：《现代犯罪学的基本问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38、皮艺军：《犯罪学研究论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9、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0、蒋平：《计算机犯罪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1、李文燕主编：《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42、邹明理主编：《痕迹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3、贾治辉：《文书检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4、陈景丰、申金：《物证技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5、孙言文主编：《物证技术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6、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7、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8、徐鹤喃，刘林呐：《刑事程序公开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9、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0、赵秉志主编：《金融诈骗罪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51、肖扬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52、马忠红：《侦查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3、马忠红：《情报主导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4、毛立新：《侦查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5、马海舰：《刑事侦查措施》，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56、张步文：《刑事侦查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57、朱孝清：《职务犯罪侦查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58、姚丙育编著：《系列刑事案件的侦破与实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9、靳新：《刑事侦查指挥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杨永川、蒋平、黄淑华编著：《计算机犯罪侦查》，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

版； 

61、杨宗辉、刘力军：《侦查方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62、苑军辉等：《反侦查行为研究》，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63、韩德明：《侦查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4、蒋石平：《侦查行为论》，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 

65、艾明：《秘密侦查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66、郝宏奎：《侦查论坛》（1－6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67、孙长永：《现代侦查取证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68、李双其：《数字化侦查》，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69、云山城：《侦查讯问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0、毕惜茜主编：《侦查讯问理论与事物探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1、蒋平、黄淑华、杨莉莉编著：《数字取证》，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2、任惠华：《中国侦查史》（古近代部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73、马洪根：《中国侦查史》，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74、管光承主编：《现代侦查》（1－3卷），群众出版社； 

75、黄豹：《侦查构造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4、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5、徐公社：《依法侦查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76、程琳、赵永琛主编：《刑侦改革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7、管光承主编：《现场勘查》，西南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8、米学军、孙延庆主编：《刑事案件侦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79、宋远升：《刑事侦查的行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0、刘梅香：《刑事侦查程序理论与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81、李顺万：《还原犯罪真相——侦查逻辑和方法》，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82、朱孝清等著：《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改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3、何家弘：《从同一到相似——犯罪侦查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84、刘小和：《侦查主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5、徐爱国：《名案中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6、梅传强：《犯罪心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87、何家弘：《新编犯罪侦查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88、樊学勇：《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9、刘长城：《实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0、莫洪宪：《证券犯罪理论与侦查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 

91、康均心：《税务犯罪理论与侦查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 

92、康均心：《金融诈骗犯罪理论与侦查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 

93、孟军：《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研究--以刑事侦查为中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4、何家弘主编：《公安学论丛》（1-3卷），法律出版社。 

95、刘方权：《犯罪侦查中对计算机的搜查扣押与电子证据的获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96、马进保：《中国区际侦查合作》，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97、朱富美：《科学鉴定与刑事侦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98、李安、房绪兴：《侦查心理学——侦查心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99、靳新：《多发性侵财犯罪实证对策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 

《检察机关侦查实务》（1-6），中国检察出版社。 

100、樊崇义、顾永忠：《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1、蒋石平：《特殊侦查行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2、项振茂：《计算机辅助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3、李明：《监听制度研究--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04、万毅：《程序正义的重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105、程雷：《秘密侦查比较研究-以美、德、荷、英四国为样本的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

版。 

106、[台]林钰雄：《搜索扣押注释书》，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107、[台]林洵：《犯罪侦查》，考用出版社2001年版； 

108、林燦璋、林信雄著：《侦查管理——以重大刑案为例》，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109、傅美惠著：《卧底侦查之刑事法与公法问题研究》，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110、[美]路易斯·谢利：《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111、[英]保罗·希里顿：《辨读凶手--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

版； 

112、[美]约翰·道格拉斯、马克·奥尔沙克：《顶级悬案--犯罪史上八宗惊世疑案新探》，岳盼盼、白爱莲

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113、[美]乔耶·尼克尔、约翰·费希尔：《犯罪案件侦破》，贾宗谊、贾志天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14、[美]李昌钰、杰瑞·拉比欧拉：《重返犯罪现场》，郭玉芬译，时报出版社2002年版； 

115、[美]尤金·B·布劳克：《刑事侦察百年奇观》，张鸣、汪丽萍、于澄涛等译，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116、[美]约翰·列维斯·齐林：《犯罪学及刑法学》，查良鉴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7、[意]贝卡利亚，黄风 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18、[意]切萨雷．龙勃罗梭：《犯罪人论》，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19、[意]恩理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0、[意]加诺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 

121、[美]萨瑟兰：《白领犯罪》，赵宝成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122、[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3、[英]理查德·普拉特：《犯罪现场调查》，毛泽文译，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期刊：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犯罪研究》； 

《青少年犯罪问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及各专业院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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