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情境预防理论

从犯罪生成的微观过程看袁 犯罪的发生是三个
要素结合的产物院犯罪人格尧罪前情境和社会反应遥
简单地说袁 犯罪就是具有一定犯罪人格的人在一定
情境下实施的行为袁这种行为受到社会的负面评价袁
尤其是受到刑法的负面评价遥
犯罪人格是个体所具有的反社会心理和行为倾

向袁它是犯罪发生的基础遥罪前情境则是个体所面临
的直接促使其形成犯罪动机和将这种动机转化为侵
害行为的外在形势[1]遥一个人仅具有犯罪人格还不一
定会实施犯罪袁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袁多数情况下人
们会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来决定是否实施一个行
为遥 当实施犯罪的条件不具备时袁例如实施难度大尧
风险高袁那么行为人一般会选择停止犯罪曰相反袁如
果外界环境十分有利于作案袁 那么行为人很容易受
此刺激而选择实施犯罪遥

根据犯罪生成的这种过程袁 犯罪预防可以从两
方面入手院一是进行犯罪人格改造袁使具有犯罪倾向
和心理的人消除犯罪人格曰 二是直接通过管理尧设
计尧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袁营造一种不利
于犯罪的环境从而减少犯罪的发生[2]遥这就是情境预
防渊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冤遥 由于人格改造是
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袁与此相比袁情境预防具有更
强的针对性尧可操作性和效果性袁因此情境预防从其
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泛的重视遥

情境预防最早由 Tizard尧Scnchlair 和 Clarke 几
位犯罪学家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遥 经过不断完善
和发展袁 最终以理性选择理论 渊Rational Choice
Theory冤尧日常活动理论渊Routine Activity Theory冤以
及环境犯罪学理论渊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冤为理

论基础袁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犯罪预防理论体系[3]遥
情境预防的思路是袁通过人为地设计尧调整来提

高犯罪难度袁提高犯罪风险袁降低犯罪回报袁减少犯
罪刺激袁排除犯罪借口[4]遥相应的袁情境预防的具体措
施有很多袁如目标加固尧目标转移尧邻里守望尧社区警
务等等遥

二尧职务犯罪的情境因素

我国职务犯罪有其独特的原因和特点袁 其中一
些是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情境因素遥因此袁我们可以
有针对性的控制尧调整这些致罪因素袁使职务犯罪的
情境预防成为可能遥

1.权力过于集中袁容易引发职务犯罪
有权力的地方袁就可能滋生腐败袁当权力过于集

中袁就更容易滋生腐败遥 很多落马的贪官一开始并不
贪袁而且是远近闻名的野清官冶袁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
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进攻钥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手握权
柄袁很多人发现自己实行职务犯罪原来是一件非常容
易的事情遥动动嘴皮子尧批批纸条子袁上亿的资金可以
随其任意动用遥 工作人员处理公务不是依法律办事袁
也不是依文件办事袁 而是依领导批示的纸条子办事遥
腐败往往就是在这种毫不费周折的环境下产生的遥
权力过大也使得阿谀奉承尧 溜须拍马者络绎不

绝袁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展开攻势遥 时间长了袁
官员们也就心照不宣遥 有很多官员就是在这种被别
人吹着捧着的环境下袁野不得已冶走上了犯罪道路遥

2援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导致职务犯罪风
险小尧难度低
首先袁 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会导致犯罪风险小袁

从而形成有利于职务犯罪发生的情境遥在权力受到较
好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袁当权者更能小心谨慎行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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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袁因为一旦有所纰漏就会被公之于众遥 但是我国目
前对权力的监督显然是乏力的遥 以举报制度为例袁虽
然我国也有一些规范举报尧保护举报人的规定袁但是
还远远不够袁举报人受到报复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遥

其次袁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也降低了犯罪难度遥
当权力受到制约时袁滥用权力的难度是很高的遥新闻
媒体曾报道贵州某村的野五合章冶制度袁就是权力制
约的一种朴素体现遥 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把
审核财务的一枚印章分成五瓣袁 分别由 5名村民代
表各管一瓣袁经他们审核同意后把梨木合起来盖章袁
村里花出去的钱才能报销遥 这样一来就在很大程度
上杜绝了谎报开销的腐败行为遥 因为报销开支不再
是一个人说了算袁而是 5个人共同决定遥除非 5人串
通一气袁否则贪污很难发生遥但是就我国整体状况而
言袁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很少见的遥很多官员仍然
可以凭一枝笔尧一张嘴决定一切事务遥 对他们而言袁
滥用职权简直易如反掌遥

3援职务犯罪成本低尧回报高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袁人在犯罪问题上也是

会进行经济评价的理性动物遥 职务犯罪低成本尧高回
报的现实情况使他们在考虑是否进行犯罪行为的问
题上很容易选择实施犯罪遥古今中外都存在这样一种
残酷的社会现实院社会底层人员为了生存不得已实施
了犯罪袁一旦被抓获动辄课以重刑曰掌握了大量社会
资源的人追求糜烂奢侈的生活实施犯罪袁即使败露了
也不过几年徒刑袁但他们的犯罪收益却高得惊人遥 例
如盗窃罪和贪污罪遥 实施盗窃行为的袁2 000元渊按全
国最高标准冤就构成犯罪曰而同样是窃取国家财产的
贪污行为袁一般却要 5 000元才构成犯罪遥 为什么辜
负了人民重托尧亵渎了国家职责的工作人员能享受更
多的保护钥 职务犯罪相比其他犯罪成本更低尧回报更
高袁正所谓野窃钩者诛袁窃国者侯冶遥正因为职务犯罪是
这种投入少尧见效快尧收益高的野好买卖冶袁才会有官员
前仆后继争相跨入贪官行列遥

4援职务犯罪窝犯尧串犯突出的特征是有关人员
在交往中形成不良生活尧工作情境的结果
职务犯罪窝犯尧 串犯突出可以用差别交往理论

解释遥差别交往理论的提出者萨瑟兰认为袁犯罪行为
如同学习读书一样也是学习来的遥由于成长环境尧交
往对象的不同袁 在犯罪发生之前袁 犯罪者心中对于
野犯罪冶有了自己的定义遥在常人看来是犯罪的行为袁
也许在他们看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行为遥 新人刚
到单位时也许会认为贪污受贿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袁
但是在与同事尧 上司的长期交往中发现他们对于贪
污受贿并不大惊小怪袁 时间一长新人对这些现象也
就处之泰然袁 认为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并且

参与其中遥 很多职务犯罪就是长期情境刺激下的产
物袁罪行一旦被揭露袁就牵扯出一大批人遥

5援职务犯罪隐蔽性强尧犯罪黑数巨大
我国职务犯罪存在巨大犯罪黑数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遥 有学者认为我国职务犯罪黑数巨大的原因有
如下几个院第一袁职务犯罪构成的特殊性遥 职务犯罪
的主体是国家公职人员袁 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文化
程度和社会地位袁具备政治尧财经方面的专业知识以
及工作经验袁 这都为成功地实施和掩盖犯罪提供了
条件曰职务犯罪的客体使社会危害性不易显露袁其犯
罪对象有广泛性袁 但无论侵占型职务犯罪还是失职
型的职务犯罪都不会与受害者产生直接激烈的冲
突曰职务犯罪的主观方面大多由故意构成袁行为人在
实施贪污贿赂犯罪时具有强烈的反侦查本能袁 往往
经过周密的预谋且与同伙达成默契遥第二袁从外部政
治尧经济环境看袁经济运作机制与法律监督机制不健
全袁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较为普遍袁司法腐败的
问题严重袁为职务犯罪的大量存在提供了土壤[5]遥 第
三袁知情不报使职务犯罪得不到暴露袁在刑事司法实
践中, 检察机关主动出击所发现的职务犯罪仅占极
小一部分袁绝大多数线索来自于群众举报遥举报意识
的强弱直接影响犯罪行为的曝光率[6]遥

职务犯罪黑数巨大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袁如
动摇民众法制信念尧 妨碍有关部门正确开展反腐败
工作遥 但最大的危害是使公务人员产生严重的侥幸
心理袁从而肆无忌惮的进行犯罪活动遥
贝卡里亚认为袁 刑罚的主要功能应该是预防而

不是惩罚遥 当然也有学者如菲利否认刑罚的预防功
能袁但是完全否定刑罚的预防功能也是偏颇的遥刑罚
只要合理尧及时并且确定袁是能够收到较好的预防效
果的遥 尤其是刑罚的确定性袁贝卡里亚认为野对于犯
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袁 而是刑
罚的必定性遥 冶 刑罚的确定性是指犯罪行为一旦发
生袁犯罪分子就会确定无疑地受到刑事追究袁遭到刑
事处罚遥一种犯罪的犯罪黑数高袁则说明该种犯罪的
刑罚确定性低曰反之袁则说明该种犯罪的刑罚确定性
高遥职务犯罪由于存在巨大的犯罪黑数袁很多犯罪分
子大摇大摆的进行贪污受贿袁毫不忌惮袁以至于有些
贪官在台上大讲反腐倡廉尧奉公廉洁袁台下大搞贪污
腐败袁毫不脸红遥

6援公务人员法定工资相对低下袁成为职务犯罪
的借口

国家公务员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袁 所从事的很
多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作袁 因此许多国家工作人
员认为应享受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遥但是无论从野公
仆冶的职业性质还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来看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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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都不适宜获取过高物质待遇遥因此有些公务
人员存在不平衡心理遥特别是对于公务员系统中处于
较高层次的人员而言,目前的制度工资水平难以反映
岗位所承担的职责尧 工作复杂度和相应的价值贡献袁
无法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和人力资本的价值袁工资水平
缺乏外部竞争性[8]遥 所以法定工资较低成为他们犯罪
的借口袁有些领导甚至认为自己贪污受贿只是拿回自
己应得的那部分遥一些公务人员进行职务犯罪刚开始
只是为了满足一些较为基本的需求如住房等袁但后来
卷入利益漩涡之中不能抽身袁以至于玩火自焚遥

7援行贿者的主动引诱对公务人员是一种强烈刺激
我国学者将犯罪情境按照诱发犯罪的作用程度

分为院决定性情境尧轻微的诱发性情境和中性情境遥
决定性情境是指对行为人造成强烈犯罪刺激的情
境袁 它对犯罪的发生几乎是决定性的袁野面对这种情
境袁 即使社会化过程较完整和心理结构正常者也容
易做出为社会不容的行为遥冶遭遇重金贿赂就是一种
决定性情境遥在一个行贿之风大行其道的地方袁面对
巨额贿赂袁 那根好不容易被教育塑造起来的廉洁神
经瞬间折断遥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官员会置前车之鉴
于九霄云外袁前仆后继贪污腐败遥

三尧职务犯罪的情境预防措施

根据情境预防的原理袁 职务犯罪可以从以下几
方面进行犯罪预防遥

1援提高职务犯罪的难度

提高犯罪难度最主要的方面是加强对权力的制
约和监督遥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要继续发扬重大事务集
体讨论尧集体决定的优良传统袁重要资源要由主要领导
共同掌握和调度曰另一方面要健全财务制度袁严格审
计遥按照防卫空间理论的观点袁预防职务犯罪还可以通
过建设透明尧阳光的办公环境来提高职务犯罪的难度遥

2援增加职务犯罪的风险
第一袁 通过司法部门的严格执法袁 降低犯罪黑

数袁使犯罪得到及时处理曰第二袁建立公务人员财产
申报制度袁使不法所得易于查处曰第三袁建立健全举
报制度袁由于很多职务犯罪属于无被害人犯罪袁最有
效的侦破手段是知情人的举报遥

3援降低犯罪刺激袁减少犯罪回报
第一袁 加强对行贿者的查处力度袁 减少犯罪刺

激曰第二袁加强对公务人员收受礼品的监管袁尤其要
重视重要节假日公务人员的廉洁问题袁 因为这些节
假日是受到最多犯罪刺激的时候曰第三袁通过修改立
法袁打击侥幸心理者遥 如叶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曳提高
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袁 此举正是要加大
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袁减少犯罪回报遥

4援排除职务犯罪的借口
提高公务员法定待遇袁目前公务人员法定待遇较

低袁与社会其他职业形成强烈对比遥 提高公务人员法
定待遇并不是盲目提高袁 而是使其收入与岗位性质尧
社会贡献尧社会工资总体水平相适应袁而且一定要注
意公务人员待遇的法定化袁杜绝所谓的灰色收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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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al Element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s and the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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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rime generally results in the following 3 elements: crime personality, crime situation and social reac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heory of the situational-crime prevention, and then shows the main situational elements of crime relating to corruption
and bribery in China.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we can strengthen the power constraint, lower the black number of crime and improve
the lawful wage to prevent such a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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