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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内 容 摘 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治理模式。

但在实践中要如何突破“口号味浓、操作性难”的被动局面，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的当务之急。情境预防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犯罪预防的主流理论之一，其在

西方国家取得的显著成效，使之与社会预防、司法预防鼎足而立。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从宏观的角度入手，将预防措施逐步演绎至微观局面、大局观强；情境预防

犯罪理论从微观的预防实践入手，将预防措施归纳成指导性的宏观原则、操作性

强。笔者认为，在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借鉴情境预防犯罪理论，具有其

特别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探求情境预防犯罪理论在我国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过程中的实践应用入手，应用大量实证事例，分析情境预防犯罪理论在我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中的应用经验，寻找情境预防犯罪理论与我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两者的契合点，认为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因地制宜地应用情境预防犯罪

理论，将着眼点从铲除犯罪根源转移到改变和利用环境，增加犯罪难度与成本，

能够减少或消除犯罪机会，节约稀缺的社会预防资源，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

整体成效。提倡今后我国犯罪预防工作的思路应当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

框架内，深入情境预防犯罪的理论研究，大力推进情境预防犯罪的实践，使之与

传统的社会预防、司法预防互相配合，建立起三位一体的犯罪预防纵深体系，使

我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 键 词：情境预防；综合治理；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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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has become a crime control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as it is 

packed with slogans and difficult to operate, it is a priority to break though that 

passive situation in practice.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is one of the mainstream 

theories on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With its evident 

effects, it now plays as an important role as social prevention and judicial prevention.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executes prevention measures in 

detail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while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heory generalizes 

a guiding principle from the micro practice of prevention measures. In the author’s 

view, it is of great value and meaning to draw on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our national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heory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help of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authentic cases, and tries to find compatible points between the two. The 

author also holds that applying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heory to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transferring our focus from plucking out the root of crime to making good use of 

situations so as to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and cost of crime would help eliminate the 

rates of crime, save rare social prevention resources, and make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more effective. Moreover, it is recommended that we 

should further research into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heory and develop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of social prevention and judicial prevention so as to raise the capac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n our country to a new level. 

 

Key words: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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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导  言 

 

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治安问题是摆在当前 棘手的问题。通过统计部

门社会调查渠道汇总的情况表明：在“社会风气、腐败、下岗、教育、物价工资、

环境、人口、社会治安”8 项关注问题的调查中，群众关心的主要是“腐败、社会

治安、下岗”三个问题。对社会治安问题，重庆、贵州、江苏、青海、四川、广

州排在第一位；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海南、湖北、陕西、云南排在第二位；

新疆、河南、山西排在第三位。从调查中可以得出，当前社会治安是广大群众普

遍关注的、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①在严峻的治安现状下，传统的大规模“严打”

整治在打击犯罪中发挥了特定作用，但其治理成本高、犯罪势头此消彼长的局限

性也显露无疑。20 世纪 90 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的决定》，强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

根本出路。以防为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以其显著的实践成效获得社会的认

同。 

本文从探求情境预防犯罪理论在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的实践应用

入手，分析情境预防犯罪理论的法理基础和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现状，提倡情

境预防犯罪理论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者紧密结合，将着眼点从铲除犯罪根源转

移到改变和利用环境，增加犯罪难度与成本，从而减少或消除犯罪机会，节约稀

缺的社会预防资源，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成效。

                                                        
①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鉴（2000-2001）[Z].北京:长安出版

社,2002.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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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社会治安现状分析 

 

一、社会治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犯罪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衍生现象，在不同国家客观存在,其危害性勿需多

言。我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思想领域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

转型时期的社会重大变迁导致社会管理防范机制严重滞后。伴随当前现代市场经

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新旧体制相互碰撞，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加剧，社会治安形势

不容乐观。 

1、当前犯罪呈现的基本特点 

（1）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 

2000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 363.7 万起,比 1999 年增加 138.7 万起,

上升 61.7%。危害公共安全、抢夺、盗窃机动车、走私、侵犯财产、诈骗、毒品

犯罪、抢劫犯罪的刑事发案同比上升幅度均在 50%。没有案件同比下降地区。虽

然 2000 年刑事立案数的大幅上升跟当年各地公安机关开展纠正立案不实活动有

着直接关系，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治安状况的严峻性。① 

2004 年，全国刑事发案数达到一个高峰，共计 471.8 1 万件，比 2003 年的

439.39 万件上升 7.4%，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海南、四川、云南、西藏、陕西、新疆等 1 8 个省区

市刑事案件立案有不同程度的上升。② 

2005 年，全国刑事案件总量自 2002 年以来首次回落，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

事案件 464.8 万起，比 2004 年减少 7 万起，下降 1.5%。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209.72

万起，同比上升 4.6%。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国家安全机关提请审查批捕

刑事案件 638453 件、97628 1 人，经审查，批准逮捕 581448 件、876419 人，件

数和人数分别比上年上升 7%、8%；提起公诉 654871 件、981009 人，同比分别

                                                        
①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鉴（2000-2001）[Z]. 北京:长安出版

社,2002.104-107. 
②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鉴（2005）[Z]. 北京:长安出版社, 
2006.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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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11.5%和 13.1%。盗窃案件和抢劫案件分别下降 9.7%和 2.8%。①虽然刑事发

案总量稳中有降，但刑事案件发案总体处于高发期。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结果显

示，公众认为当前“公共秩序、刑事犯罪”是人们公认的 不安全因素。社会治安

问题仍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2）恶性案件难以遏制 

当前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杀人、绑架等犯罪仍较为突出，特别是影响恶劣

的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赌博、毒品违法犯罪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蔓延。以

2004 年为例，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杀人案件 2.5 万起，同比上升 1.3%。一些犯罪

分子十分凶狠残暴，动辄杀人灭口、杀人碎尸、一案杀死多人甚至杀死全家。绑

架案件共立 3863 起，同比上升 1.3%。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以爆炸、投毒相威胁进

行敲诈勒索的案件频发，绑架中小学生、港澳台及外籍人员的案件比较突出，严

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共立赌博案件 2.9 万起，同比上升 36.8%；共立毒品犯罪

案件 9.8%万起，同比上升 4.6%。一些地区赌博活动比较严重，地下“六合彩"赌

博活动出现反弹且有蔓延趋势，赌博、毒品问题直接诱发其他犯罪，带来一系列

社会问题。因赌博引发的盗窃、伤害、抢劫犯罪时有发生。据调查，80%男性吸

毒者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80%的女性吸毒者从事卖淫活动。在一些地区的抢劫、

抢夺、盗窃案件中，60%至 80%是吸毒人员所为。各种黑恶势力犯罪并没有从根

本上彻底铲除，少数地方黑恶势力和“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案件仍是影响

群众安全感的主要因素。有的黑恶势力仍在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2004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获黑社会性质组织 123 个，抓获组织成员 11 50 名，比 2003

年分别上升 11.8%、12.3%。2004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侵财犯罪案件 406.7 万起，

比 2003 年上升 7.8%。“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86.2%。其中，盗窃案件上升 9.3%，抢夺案件上升 3.3%，抢劫案件上升 0.5%。② 

（3）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2004 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 73879 起，与 2003 年的 585 17 起比，增加

l 5362 起，同比上升 26.3%。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组织化程度不断

提高，行为方式趋于激烈，有些还呈现出跨区域串联和连锁反应的特点，严重影

                                                        
①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鉴（2005）[Z]. 北京:长安出版社,  
2006. 14-18. 
② 同上，第 17-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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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冲击社会稳定。从一些地区掌握的情况看，企业改制或经营困难、部分企业

军转干部、农民负担过重等人员群体上访，对现行政策不满的利益群体等是群体

性事件的主要参与主体。暴力恐怖势力以及一些极端仇视社会的危险分子可能伺

机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未成年人、外来流动人员、农民、无业人员违法犯罪问题

仍比较突出。在 2004 年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中，农民 42.16 万人，占批捕总

数的 52%；云南省的犯罪嫌疑人中农民占总数的 94.1%。据统计，目前我国有流

动人口 1.4 亿人，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 10%。绝大多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犯罪

占犯罪总人数的比例仍保持在 40%以上，一些沿海城市高达 70%至 80%。据 30

个省区市统计，2004．年全国外来人员作案 50948 人，平均上升 1 8.9%。在 2004

年批捕的犯罪嫌疑人中，外来流动人员 21.36 万人，占 26.3%。无业人员犯罪问

题十分突出。2004 年批捕的犯罪嫌疑人中，无业人员 26.59 万人，占 32.8%；湖

北、云南省抓获的刑事犯罪人员中，无业人员分别占抓获刑事案件作案成员的

49%和 50.4%。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比较严重。据 30 个省区市统计(缺西藏)，2004

年，共抓获 14 至 25 岁青少年作案人员 620097 人，平均上升 4.63%。生效判决

的罪犯 76.8 万人中，青少年罪犯占 9.13%，同比上升 18.97%。刑释解教人员重

新违法犯罪问题突出。据 30 个省区市统计，2004 年共抓获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

法犯罪嫌疑人员 75353 人，平均上升 3.22%。① 

（4）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集团化倾向 

当前，一些犯罪方式和手段趋于智能化，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犯罪、证券犯罪、

信用卡犯罪等新型犯罪智能化程度高，跨地区流动犯罪越来越突出，打击犯罪的

难度增加。从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侵财性案件上升主要是入室盗窃、盗窃机动

车、扒窃等犯罪活动，多数由犯罪集团实施。如山西省抓获了贵州籍掌握专门的

开锁技术专撬盗保险柜的犯罪团伙，江西籍采用勾撬宾馆电子门锁入室盗窃的犯

罪团伙，四川省彝族专爬阳台入室盗窃的团伙，安徽枞阳籍专门盗窃酒店宾馆住

宿客人的盗窃团伙，以及河南籍拍、砸机动车玻璃实施盗窃的犯罪团伙等。这些

犯罪团伙地缘特征明显、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掌握一定的犯罪技能、有固定的

销赃渠道，有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盗窃、抢劫、抢夺犯罪“专业村”、

                                                        
①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鉴（2005）[Z]. 北京:长安出版社, 
2006.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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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乡"。随着刑事犯罪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些犯罪集团有可能逐渐发展

成为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① 

泉州市下辖的安溪县前几年成为全国闻名的短信息诈骗重灾区。其诈骗内容

由“六合彩”特码、手机中奖、“二手商品”发展到制作假文凭、假证件、假增值税

发票到网上购物诈骗、刮刮卡抽奖诈骗、信用卡用卡转帐诈骗。犯罪手段日益智

能化、科技化，由 初的手机和群发器相连发送短信息发展到网络诈骗，有专人

设计网页与网站链接，且网页内容定期翻新，上网后选定号段向某地手机用户大

量发送短信，一台电脑 多可连接 8 部手机，一天之内可发出几十万条信息，隐

蔽性强，难以查控。犯罪分子运用高科技手段行骗到了猖獗的地步，甚至骗到省

部级高级领导的头上，影响极坏。民间流传着“十个安溪九个骗，还有一个是教

练”、“铁观音铁心肠，长坑乡长坑人”，其社会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2、当前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社会治安管理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问题。在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开放、

人员大流动的新形势下，职工下岗、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失业待业、失地农民

无着落以及流动人口、街头流浪、乞讨等闲散人员增多，加之群体性事件、集体

上访事件等情况复杂多样，治安防范机制尚未完全健全，防范和打击手段滞后于

违法犯罪手段的发展；一些地方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农村群防群治力量不足，许

多地方治安防控网络建设经费严重缺口，技防措施难落实，群防群治组织难坚持，

综治措施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落实得还不够好；部分政法综治队伍还存在着素质不

高、战斗力不强、打击犯罪不力、效率不高、执法不公等问题，造成滋生和诱发

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大量存在，一些社会治安问题突出，许多治安问题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②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解决当前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社会治安问题是诸多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政府不可谓不重视，

严打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治安形势却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问

题多年来一直困扰我们。经过不断总结摸索，领导层得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

                                                        
①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鉴（2005）[Z]. 北京:长安出版社, 
2006.17-22. 
②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鉴（2006）[Z]. 北京:长安出版社,  
2008.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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