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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情境 

吴宗宪 

 

 

    内容提要：犯罪情境与犯罪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显著区别是：犯罪情境主要与犯罪行为的

实施有关，因而可以称之为“犯罪行为情境”；犯罪环境则与犯罪人格或心理的形成有关，因而可称为

“犯罪人格环境”。作者从犯罪情境的特征、构成要素及其功能诸方面展示了犯罪情境的内涵。 

 

 

犯罪情境是犯罪心理学中用来解释犯罪行为产生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所谓犯罪情境（criminal 

situation），就是被犯罪人所感知的发生犯罪行为的具体环境。其特征为：第一，犯罪情境是一种动态环

境。犯罪情境是不断变化着的，它反映了犯罪人与构成这种环境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动力关系，犯罪行为就

是在这种动力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是有利于犯罪行为实施的力量战胜了不利

于犯罪行为实施的力量的结果。动态性或者动力性，是犯罪情境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第二，犯罪情境是

一种心理环境。这说明构成犯罪情境的各种要素都是被犯罪人所感知到的，正是由于犯罪人认识到了各种

情境要素的存在，这些要素才对犯罪人产生一定意义，对犯罪心理的形成、发展以及犯罪行为的实施产生

不同的作用。那些虽然在犯罪现场客观存在着，但是并没有被犯罪人所认识到的某些因素，不能算是犯罪

情境的构成要素。第三，犯罪情境是一种行为环境。犯罪情境并不是对犯罪人人格的形成与变化产生影响

的一般环境，它是与犯罪行为的实施密切相关的一种具体的行为环境，它对犯罪行为能否顺利实施起着巨

大的影响或制约作用。第四，犯罪情境是一种具体的行为环境。它是在犯罪行为实施当时对犯罪人产生直

接影响的、犯罪行为发生的那一部分环境，因而，它与一般所说的犯罪环境是有区别的。 

    犯罪环境是指影响个人形成犯罪心理或者犯罪人格的各种不良因素的总和。犯罪情境则专门用来指影

响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各种因素的总和。两者的区别在于： 

    第一，从包括范围来看，犯罪情境是犯罪环境的一部分，是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当时起作用的那部分犯

罪环境。 

    第二，从个人认识来看，犯罪情境的各种构成要素都不同程度地被犯罪人所认识到，而在犯罪环境的

构成要素中，有些是被个人明确认识到的，有些则是潜移默化地对个人产生影响的。 

    第三，从产生作用的时间来看，犯罪情境的构成要素是在实施犯罪行为当时对犯罪人起作用的，它们

主要对犯罪人的行为的实施起直接的、迅速的推动或者阻止作用；而犯罪环境的因素通常是在实施犯罪行

为之前很长的时间内，甚至是在个人出生之前（例如，在胎儿期受到环境污染物质的侵害）、出生之初

（例如，在分娩是胎儿的大脑受到损伤）就对个人产生影响作用，它主要对犯罪人的人格及心理特征的发

展起缓慢的、渐隐的作用。由于存在着上述不同，所以，应当有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最明显的区别

是：犯罪情境主要与犯罪行为的实施有关，因而又可以称为“犯罪行为情境”；犯罪环境主要与犯罪人格

或心理的形成有关，因而又可称为“犯罪人格环境”。     

    犯罪情境通常由下列6类要素构成： 

中字体



    1．人 

    犯罪情境主要是根据与犯罪行为的实施有关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人是犯罪情境

中很重要的组成要素，离开了特定的人（个人或群体），就无所谓犯罪情境。    作为犯罪情境组成要素

的人，主要有4种：（1）犯罪人，这是犯罪情境中最根本的要素；（2）被害人，即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

人。除了极少数场合之外，在大多数犯罪中，犯罪被害人也是不可缺少的要素；（3）执法者，执法人员的

是否存在及发挥作用的不同情况，对犯罪行为的实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4）旁观者，即除上述3种人之

外在犯罪现场存在的其他人。旁观者的存在及其不同表现，会对犯罪行为的实施产生不同的效果。 

    2．物 

    具有经济价值或其他方面价值的物质资料或动物，对犯罪人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它们也是犯罪

情境的构成要素。一定的物质资料或动物对犯罪人的不同意义、所处的场所、价值的大小、管理的情况、

物本身的形状及其他有关特征，对犯罪行为的实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这里所说的物，通常指有形物

而言。 

3．事件 

    不以犯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发生的各种情况，对犯罪行为的实施也有制约作用。事件大体上可以分为2

类：（1）过程性事件。这是指比较缓慢的产生和发展的事件，有一定的持续时间；（2）突发性事件，即

在短时间内迅速发生和结束的事件。在大部分情况下，突发性事件对犯罪行为的实施所起的制约作用较

大。 

    4．状态 

    状态是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并表明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的状况或现象。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例如

社会解组状态、法律执行不力状态等，都可以成为犯罪情境的构成要素，对犯罪行为的实施，产生不同的

作用。 

    5．时间 

    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中实施的，不同的时间对犯罪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时间对犯罪行为的

积极或消极的意义，是随犯罪行为的不同而有差别的。 

    6．地点 

    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空间中发生的，不同的地点对犯罪行为有不同的意义。与时间一样，地点对

犯罪行为的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也是因犯罪行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通常结合起来对犯罪行为

产生作用。 

    犯罪情境的构成要素并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它们往往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

一个存在多种性质的力量的“场”对犯罪行为起作用的。在这个力量场中，推动进行犯罪的各种力量与可

能抑制、阻碍犯罪的各种力量交织一起，互相抗衡，其中产生不同性质力量的，不仅有犯罪人之外的被害

人、执法者、旁观者以及物、事件、状态及时空等，也包括犯罪人内在的心理特征、情绪状态等。犯罪人

的自我抑制、罪恶感、同情心、怜悯、恐惧、焦虑、紧张、道德感、情绪冲动、气质特征等，都会对犯罪

行为分实施产生各种作用，而这些心理特征与状态往往是与其他情境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对犯

罪行为起作用的。因此，犯罪情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心理场，只有当犯罪人冲破这种心理场中抑制、阻碍

犯罪行为实施的因素之后，才能实施犯罪行为，否则，就有可能放弃或中止犯罪行为的实施。所以，犯罪

情境既是实施犯罪的情境，也是抑制、阻碍犯罪行为实施的情境。 

    对于犯罪行为来说，犯罪情境具有下列功能：第一，促使犯罪行为实施。对于精神状态正常的绝大多

数犯罪人来说，在实施犯罪之前都要预先估计犯罪所得的大小，如果觉得犯罪所得（如获得的金钱、实

物、精神上的满足等）大于所失（受到刑罚处罚，受到他人谴责等），他们就会实施犯罪。相反，如果觉

得犯罪所得小于所失，他们就会停止或放弃犯罪行为，得与失的这种比例关系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犯罪情境的状况。因此，当犯罪人打算实施犯罪行为时，就会选择有利于犯罪行为实施的情境，以便

顺利地进行犯罪活动，出现犯罪人支配情境的现象，如选择夜晚进行盗窃，诱使被害人处于醉酒、药物中

毒、昏睡等状态时进行犯罪等。同时，有一些情境也会使个人很微弱的犯罪心理迅速膨胀，立即促使犯罪

人实施犯罪行为，从而出现情境促使犯罪人的现象，例如，到别人家串门时正逢女主人独自睡觉，以致激

起性冲动，导致性犯罪。此外，在个人举行不当行为时产生的突发性情况，也会与个人本来已有的某种程

度的犯罪心理偶然结合，共同促使犯罪发生。第二，影响犯罪手段或方式的选择。犯罪情境中一些要素的

出现、变化，会影响犯罪人对犯罪手段的选择，促使犯罪人改变犯罪方式。例如，采用秘密手段进行犯罪

活动的犯罪人，在其犯罪行为被人发觉后，就有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公开实施犯罪行为，或者犯罪人想通

过欺骗手段获取被害人的财物，但却被识破诡计，遭受到拒绝，这时，犯罪人就有可能采取抢劫的方式进



行犯罪。犯罪人对犯罪手段或犯罪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情境中有关要素的出现和变化的

情况，尤其受被害人、旁观者对犯罪活动的行为反应的制约。第三，阻止犯罪行为的实施。在犯罪人进行

或者即将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一些情境要素的出现、变化，可能对犯罪行为产生阻碍、遏制作用，使犯

罪人放弃犯罪的意图，或者暂时停止犯罪，伺机再动，这类情境要素对犯罪行为的实施具有阻止作用。例

如，在犯罪前观察好犯罪对象情况的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却发现情况有变，无法进行犯罪活动，或者

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激起旁观者的愤怒，使犯罪人不得不停止其犯罪活动等。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如

果有执法人员出现，就更能有效地阻止犯罪行为的实施。 

 

（本文原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1990年第1－2期，第10－11页） 

（作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犯罪与矫正研究所所长，社区矫正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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