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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犯罪与社会人口安全隐患 

张俭 
来源：光华人口论坛  

《联合国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人口老龄化“这种全球的人口变化已经在各个方面对个人、社区、国
家和国际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人类的每一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和精神上都将产生变
化”。  

一、“早产”的高度老龄化导致老年人口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减弱，甚至犯罪行
为也在他们中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目前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以上。而且，老年人口正以每年3.3％的速度急
剧增长，按目前1.8‰的生育率水平发展，2050年将达到4.5亿，占到全国总人口的约四分之一*1。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迅猛、老年人口规模最大，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它是在社会经济不发达背景下出现
的“早产”现象。我国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国民收入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2，老
年人口的经济文化生活环境处于严重短缺和落后状况，为数甚多的老年人口连基本生活经济保障也存在困难。
亚洲发展银行统计，目前我国养老金的资金短缺62亿元美元，到2033年则将升至533亿元美元*3。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发展，预期经济利益的减少和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改变了老年人的作用和地位，他们日益退化为社会边
缘化的对象，犯罪这个迄今基本与老年人口无关的现象也在他们中频繁出现，形成深刻影响政治、经济、安定
的重大社会隐患之一。 

据天津市社科院以及该市监狱管理局联合对天津02年和03年当年入狱罪犯进行的调查，02年60岁以上的罪
犯占全部调查对象的比重为0.6%，而03年为0.8%*4。老年犯罪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横向参考发达国家情
况，可以更清楚看到这种趋势具有的强劲上升潜力。在过去10年里，德国老年犯罪率上升了28％；目前在德国
监狱中，平均每10名囚犯中就有一名超过60岁的老年人*5。不难预见，伴随老年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老年
犯罪案件无疑将大幅度增加。 

二、作为主体的老年犯罪，不仅强*、盗窃类刑事案件将继续上升增加，因争夺经济权益诱发的政治性行为也
可能平繁发生，而贫穷老龄化带来的故意犯罪值得高度警惕 

老年犯罪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以老年人口为客体和对象的犯罪；二是老年人口充当主体的犯罪。前者从古至
今一直存在，并不鲜见。与之相比，后者更具备老龄化时代特质，本文探讨的老年犯罪也主要针对后者。 

从迄今反映和报道的老年犯罪案例看，强*、盗窃和抢劫之类案件最多。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02年共办理年龄
在60岁以上的老年犯罪案件19件19人。其中强*、嫖*罪10件10人，占52.6％，盗窃罪3件3人、故意伤害罪3件3
人，各占15.8％；而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罪、贩卖毒品罪、过失损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各1人*6。 

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地极度增加，其健康状况因寿命延长和医学进步等等得到极大的改善，体质增强，精力充
沛，客观上让老年犯罪具备了上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特别是我国目前为老年人口服务的经济文化环境发展欠
缺，主观上让部分老年人口为满足个体欲望触犯法律提供了动机。而老年犯罪中性犯罪突出的高比例，除了折
射出老年人口精神文化生活空白贫乏外，更反映出老年人口生理身体素质提高改善催生的新的需求正以一种扭
曲的方式呼唤社会去正视、去解决。 

在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欧洲，医学科技进步和生活品质提高正在衍生出一个与体衰力弱、手脚不便老年形象截
然不同的全新老年群体，他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身权益。他们不
仅受到选票至上的政治家青睐，企业商家也开始想方设法地笼络他们。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虽然已经接近发达国
家程度，但欧洲老年人的这种“新生态”对于广大需要为生计考虑的中国老年人而言，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
的奢侈。不过，恰恰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充足，社会难以为他们提供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为了谋取必须的
生存发展权益，老年人口同样极有可能走政治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团体抗争方式来获取权益，改变生活条
件。对于闲暇空白的老年人来说，“刺激多彩”的政治性活动不失为一剂效果奇特的兴奋药，既可以合法改善
经济困难，又可以燃烧空闲时间和无所事事的体能。无须赘言，在现行政策下肆意的政治性活动很容易逾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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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界限，形成恶性事件，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近年来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事件应该说就是自发政治活
动的一本反面教材。 

中国社会目前据估计贫困人口总数有15000万人以上*7。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贫困问题一直被认为主要
发生在农村。然而，随着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转制缩编，大批失业下岗职工进入贫困行列，城市同样日益
为贫困问题所困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伴随年龄增长，收益每况愈下，老龄化直接等同于贫困化。如果说年
轻时凭借体力可以勉强糊口以及对法律的畏惧不愿或不敢违法乱纪的话，待到年老体弱生活无助且法律约束力
减弱时，破罐子破摔，抵挡不住诱惑的贫困老年人为获取不义之财不惜实施犯罪。陕西省户县政法路76岁的张
文智和大王镇74岁的高同元以身患顽疾，年老多病为挡箭牌，肆无忌惮的进行吸毒和零包贩毒。按理他们贩毒
严重违反法律早就该受刑罚处置，但由于两人年老体弱，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该县缉毒处既不能对其
强制戒毒，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戒毒所这些羁押场所也拒绝收监羁押，客观上只能放任其继续犯罪，在
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老年犯罪无论类型因果如何，对于国家社会都是极大的悲剧，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着尊老敬老传统的
国家，其对社会道德伦理文化建设将造成无可估量的危害 

02年8月25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幼女罪名判处90岁老人陈绍康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本应受
到社会尊重的老人却在其人生即将圆满之际沦为人所不齿的阶下囚，不单对于全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悲剧，更应
引发我们深思。 

由于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和社会角色的转换，老年人口日渐萎缩变成一个经济贫困、生活质量低下和承受力脆
弱的社会弱势群体。当承受的心理负荷和经济压力冲破临界爆发时，受到身体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往往容易寻
找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等比自己更下级的弱者实施犯罪，弱肉弱食，犯下
令人发指的罪行。 

另一方面，老年罪犯一般大多体弱多病，劳动能力非常有限，若象普通犯人一样实施羁押改造，他们不但不能
创造社会价值，反而需要分出人、物、财力无偿进行照料，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额外负担。拥有美国最大监狱系
统的加州政府曾研究测算，关押一名老年囚犯的开支是一名年轻囚犯所需花费的3倍*8。而考虑到年龄因素，
刑罚对老年罪犯所具有的预防犯罪作用实际上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客观上也欠缺人文关怀。美国法学教授特利
指出，在监狱里两样东西最关键：第一是金钱，其次是肌肉——而老年人一无所有。“他们处在食物链的最底
层，”他说，“有时他们甚至成为年轻人炫耀自己实力的牺牲品。老年人通常会害怕走夜路遭到匪徒袭击，但
是在监狱里，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匪徒，他们内心的恐怖旁人无法想像。” *9 

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的存在，并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负
面影响和危害。与既有的种种犯罪行为不同，老年犯罪行为主体长时间在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中拥有特殊权威
地位，而且大都年高体弱，论罪当罚而论情可恕，其对社会现存公共防范犯罪能力势将造成空前的冲击，加剧
业已捉襟见肘的刑事治安难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老年犯罪将直接颠覆并抹杀长期敬老传统营造的老年人口
正面形象和积极意义，进一步恶化老年人口社会地位，严重妨碍社会道德伦理建设和文明发展，对恢复和发扬
中华优良传统、建设和谐社会精神文明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 

至于老年人的政治性行为，即便不成为国家法律取缔的对象，其对社会安全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决不能小
觑，严重程度完全可能超过下岗失业职工掀起的种种示威活动。他们可以用时间、甚至利用他们赢弱的身体做
武器，博取同情和支持，向政府、向企业团体、向他们认为可以获取或换取权益的任何机构进行挑战。 

四、消除老年犯罪隐患，根本在于改善老年人口的社会福利经济条件，当务之急更需要杜绝“年龄歧视”，建
立“21世纪需要老人”的新“孝”全民敬老意识 

目前我国总体犯罪案件中，老年犯罪所占的比例并不为高。老年人口的政治性行为也好，以难为难的故意恶性
犯罪也好，很大程度上是参考欧美老龄化先行国家情况推理预测的一个隐患。当前绝大多数老年人不仅遵纪守
法，受到社会尊敬，而且依然是制止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中间力量。 

但同样不可否认，统计数据反映出老年犯罪正在呈现明显增长趋势。随着老龄化形势加剧，老年人口生活环境
拮据，老年犯罪在客观上和主观上拥有强大的上升空间和潜力，极可能成为制约和影响老龄化社会人口安全的
重大隐患，容不得丝毫忽视。并且基于老年犯罪具有的特殊性和社会危害性，无论其类型成因结果如何，对社
会造成的影响将远比普通案件恶劣，后果将严重危害和谐社会建设。老年人口成为犯罪侵袭的对象是社会的诟
病，而老年人口变成犯罪的行为人则是社会的悲剧。预防和减少老年犯罪，既是切实保护老年人口权益的需
要，更从一个侧面考验着我们应对老龄化冲击的能力和准备。 



不言而喻，消除老年犯罪的根本在于改善和提高老年人口社会福利经济条件，完善老年人口精神文化生活环
境，解除他们生活无助的后顾之忧，丰富他们空白贫乏的精神生活，让犯罪无隙可乘。然而，比照我国的经济
文化发展水平和实力，能够满足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要求已经十分不易，要一步到位改善老年人口的经济文化
环境，今后很长时期内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 

综观老年犯罪案件，不难发现不少老年人因在社会生活和现代家庭生活中失落而倍感孤独、自卑、抑郁、烦
躁，为了摆脱和排解心理上的这些压抑苦闷，他们往往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矛盾，甚至不惜犯罪。欧美发达国家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保障老年人权益地位，出台了制止和反对“年龄歧视”的法案条规，引导社会树立
了“老年人应受到公平对待”的新风气，全面改善和促进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由此可见，通过提
高经济条件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和质量固然最为重要，但从改变老年人灰暗心态着手，转变社会对待老年人的
意识，增强老年人与家庭与社会的交流和接触，打消减弱他们被社会时代遗弃的孤独自卑感，鼓励他们积极参
与到“人人分享”的和谐社会共建中来，是适合我国国情、“少花钱多见效”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彻底消除
老年犯罪隐患的有效合理捷径。 

当甲壳虫乐队面对众多嬉皮士唱出“当我64岁时，你们还需要我吗？还供养我吗？”之际，摇头晃脑的反传统
“社会弃儿”们也许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也会变回成传统的卫士。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过近一个世
纪之后，“孝”作为传统文化精髓重新得到实践的认可，成为指引我国老龄化社会道德伦理建设的指南之一。
不过，站在“421”人口结构的高台上，应该看到仅有“反哺”式的孝亲敬老难以化解老龄化汹涌的冲击，21
世纪需要尊老敬老的孝道，但更需要与时俱进树立新“孝”敬老理念：21世纪需要老年人！ 

注释： 

*1：《劳动保障部称2.5万亿元养老金缺口将由政府补》那媛，《法制晚报》 

*2：《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蔡昉，《人民日报》 

*3：《银发浪潮再度席卷全球 养老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国际金融报》 

*4: 《老年人犯罪现状调查》，吴彬，《城市快报》 

*5、：《德国拟建老年犯监狱》，张洪磊，《新民晚报》 

*6：《预防老年人犯罪刻不容缓——重庆市万州区老年犯罪调查报告》，沈义 周一志 付志刚，正义网 

*7：《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吴忠民 ，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8、*9：《铁窗后面的夕阳一族——聚焦美国监狱老年犯人》，麦吉尔/文 袁海/编译，《美国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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