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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因素是制约人类活动的基本条件。随着空间环

境和时间条件的改变，人类情感体验、主观认识、行动动机、方式

和内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样，犯罪现象也不可避免的具有

时空特性。这种特性既表现在随时空条件的变化，犯罪的方式与

内容、犯罪活动的地理分布、数量波动以及成员构成等方面会呈

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也表现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社会的犯罪

观和对犯罪的反应方式上的不同。因此，基于对犯罪现象的全面

了解，有关犯罪活动季节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把握犯罪活动的时空

规律，从而有利于对预防活动的空间布防和预防活动的时机选择

作出正确的决策。

一、犯罪活动季节性特征的总体分析

从大的方面而言，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犯罪自然

有相应的历史特征，即使在同一国家或地区文化背景大致相同的

不同时期，犯罪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关这方面的比较研

究，对于了解犯罪现象随着社会、经济及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演变

的历史过程是必要的，这同时也构成了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犯罪

进行宏观预测的重要基础。但基于犯罪行为的实施一般都具有

较明显的时间选择性，在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时刻，犯罪率和犯

罪的类型有所差别，探讨犯罪的时间变化，则更吻合犯罪研究的

应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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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及生活规律随着气候的冷暖而不同，所

以作为社会生活表现形式之一的犯罪现象，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

有显著差异。为了对犯罪总体的犯罪季节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依据天津市犯罪普查资料，可将1990年和1993年入狱罪犯

(共8125人)分为两个对照组一即1990年罪犯组与1993年罪犯

组，通过两组罪犯在季节上作一个整体比较(暂时不作个具体犯

罪类型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出某些有关总体犯罪季节变化的基

本判断①。

从表l可以清楚看到，两个年份的数据链变动及走势基本相

同，而且分别在初春三月和秋季十月形成两个高峰，在冬季的二

月和初秋的九月形成两个低峰，夏季较为均衡成走低的趋势，两

条曲线在春季和冬季的犯罪百分比有些差距，但差距并不明显，

因此，可以认为这两组犯罪在总体的犯罪季节上有较强的一致

性，具各一定的季节性特征。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犯罪的季节性已为充分的统计资料所证实。在西方国

家，有关季节变化与犯罪的关系的考察，可以上溯到一百多年以

前的19世纪中叶。法国的盖里(A．M．G吣rri)在其研究报告中首

先对英国1843．1856年、法国1829-1860年、意大利1869年l·12

月份强奸犯罪的发案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每年从4月

份开始，强奸犯罪的发案率出现上升，至8月份一直处于盘升阶

段，从9月份开始则趋于下降，其中发案率最高的月份集中在7、

8两个月。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后的许多国家所做的类似调查，

都得出了近似的结论，这说明犯罪与季节之问的带有规律性的变

化并不局限于19世纪的欧洲国家。

不仅是西方，在我国有关统计分析同样印证了这一现象。如

据对吉林省三类刑事犯罪(性犯罪、财产犯罪、暴力犯罪)与季节

变化关系的研究，性犯罪的季节性最明显，夏高冬低，与气温升降

呈正比关系；财产犯罪以秋冬为高发期，春夏为低发期；暴力犯罪

则以7、8月为集中期。o法国1993年刑事犯罪的统计报告也表

明，1989．1993年盗窃犯罪的发案率，以季节而论，第四季度最高，

其次是第一季度，再次为第三季度，最低为第二季度；就月份而

言，则每年从8月开始上升，一直持续增长到12月份到达顶点，

到次年1月份仍然维持较高比例，但自2月份趋于下降。

其次，犯罪的季节性有其社会——心理学基础。季节的变更

不仅意味着气候条件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方式和

内容在一定周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有规律的变化。从本质意义上

讲，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活动，应当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和谐与统

一。犯罪活动虽然可以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但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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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除了要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外，也要受自然因素的制

约。随着季节的自然更替，犯罪者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自己的

行为方式，通过这种对自然顺应，以图利用更多的犯罪机会和获

取更多的利益。

为了对该议题的准确性做出证明，笔者认为仍需要做进一步

的分析。为此，将这两个犯罪组中占比重最高的三类犯罪-．盗窃、

强奸、抢劫的犯罪季节分别进行比较，为此证实上述结论。

二、盗窃犯罪的季节性分析

盗窃案件是指作案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达到一定数额或严重程度的案件。盗窃犯罪是我国最多的一种

犯罪，一般要占整个刑事犯罪的40％至50％，有的高达70％至

80％，而且盗窃犯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

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从盗窃对

象来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盗窃电力、水力

等能源，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等无形财产；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

到自然人盗窃与法人盗窃；从盗窃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来看，

它涉及到侵占、诈骗、抢夺、抢劫等20多种犯罪。通过资料统计④，

在1990年罪犯组和1993年罪犯组中盗窃犯罪人员均超过过半

为53．5％和52．5％，从所占比例和实际人数来看有良好的量化分

析条件。因此对此类犯罪的季节分析是十分可行的，

那么如何解释盗窃犯罪这种季节性特征昵?笔者认为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外来流动人口变动的影响，3月份盗窃犯罪高发。从

相关统计来看，在1990年和1993年入狱的盗窃犯罪中，外来农

村犯罪人中所占比例较高，从而也直接影响了整个盗窃犯罪的季

节分布。因为外来农村人口流出及流入时间分别为春运前后，而

这两个时刻证实盗窃犯罪的高发时间。外来人口初到城市时很

难马上找到工作，有的人迫于生计，最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

会铤而走险选择盗窃，而离津时他们也为了回家过上好年而顺手

捞上一把。

第二，重大节日期间(春节)及农忙时节盗窃犯罪明显下降，

2月份、9月份盗窃犯罪比例较低。原因主要因为犯罪分子自己

要过节，疏于盗窃，同时在春节之际警方重点防范、家里也常有人

照看，因而犯罪也有所收敛，而另外在农忙时节部分的外来人口

暂时回乡忙于秋收，这也使得城市盗窃犯罪的发生有所降低。

第三，季节的昼夜长短对于盗窃犯罪是有一定影响的，对于

盗窃犯罪而言，其犯罪绝大多数集中在夜间，因而季节性的昼夜

长短对盗窃犯罪是有一定影响的．初春和秋季犯罪的比例要高于

夏季，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个季节的天黑时间比夏季要长几个小

时，客观上增大了盗窃犯罪的隐蔽程度，使其犯罪更不容易被发

现。另外从气温上看，由于夏季天气炎热，居民户外活动较多，街

巷中来往人员频繁，增大了盗窃犯罪的难度；而冬季由于天气寒

冷，人们大多早早回家，紧闭门户，这使盗窃犯罪不宜进行，但是

在气温温和的初春和球中、秋末这两个季节，以上情况均不存在，

而且温和的天气也使犯罪者便于活动，所以盗窃犯罪有较大的增

加。

三、强奸犯罪的季节性分析

强奸案件是指作案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

意识、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或以奸淫为目的，采用暴力、威胁、诱

骗及其他手段、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案件。。请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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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清楚看到，1990和1993年两个年份的相关数据链

在走势上十分相近，它们均从在3月份和lO月份形成最高点，在

2月份和9月份形成最低点，而5月-8月则波动比较下，从变动

水平上看，夏季各月的强奸犯罪占全年强奸犯罪的比例均高居于

10％-15％之间呈强劲的势头，而其他季节的比例均在10％以下

波动，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强奸犯罪时一种季节性较强的犯

罪。

第一，从犯罪心理学方面来分析，人类的性行为心理是人类

共有的一种原始的性本能，是生物界所共有的生物繁衍之源。人

的性行为的社会属性大多带有社会制约性的，这种制约性主要来

源于道德的、法律上的、人文的、职务及身份上的等等。所以，人

类性犯罪不是那类人群所特有的犯罪心理，而是人人都有可能发

生的性犯罪心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人都有性犯罪的可能，如

果否定这点就等于否定了人的自然属性了。之所以多数人没有

发生性犯罪，并不是人们不具有犯罪的条件和性犯罪的心理的基

础，而是性行为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和个人自控能力把握度，这就

是人的性行为的自然属性必须受到人类社会属性的制约的。所

以，提高国民素质，增强人的守法和公德意识对于减少性犯罪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从犯罪者的性生理来分析，人的性事活动是受人的高

级中枢——大脑皮层支配的，是受人的主观自主意识控制的(精

神病患者除外)。由于夏季炎热会使人血管扩张、能量代谢降低、

醛固酮分泌增多、尿量减少，由此使人们在心理上心情烦躁、精神

欠佳，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大降低。由于到了炎热的夏季，女

士所穿衣服单薄、裸露较多，这对于对性心理不健康的人具有较

大的刺激，一些人因此受到诱惑难以自制，而且夏季所穿单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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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较为方便，同时由于夏季气温较高，犯罪

者在犯罪过程中不必苛求犯罪场所，露天即可实施犯罪行为，易

于从事强奸犯罪。

第三，性犯罪还与季节变化有一定的关系是与人体内分泌激

素——荷尔蒙的周期变化不无关系。当然，人类区别于自然界中

的其他低级动物所具有特定的发情期。人类不是这样，一年四季

都有性行为活动。但在一年四季所表现出的强弱不同罢了。按

照人体的变化来看，人到了冬天，一般气温比较低，由于整个夏秋

季节的体内元气的消耗，人体激素荷尔蒙的分泌多半处于”休眠”

状态，人们在饮食上多半以补为主，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冬补、春

发、夏溢的道理。因此，冬天人的性行为无论是体内的自然变化

上还是人的自主意识要求上都比较弱的，这也符合冬补原则的。

到了春天，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整个自然界阳气上升，人体内的

激素荷尔蒙也在一冬的储备下处于”春发”时期，性冲动的几率增

加，这就是相当一些中老年人一个冬天里都没有什么性生活要

求，到了春天反而性生活增强了的主要原因。那么任何一个具备

性行为能力的人，都有相同的性行为的增强期，因此也导致了性

犯罪高发期。

第四，性犯罪与昼夜光照时间也有关系，其实还是与季节

有关系。春天随着气温的变暖，白昼拉长，夜间变短，人体受光照

射的时间增多，人体荷尔蒙分泌量增强。而阳光的照射对于人的

性发育，性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

的花缺阳光不开花的道理是一样的。而到了十月份之后，我国北

方大部分地区白昼开始变短，夜间逐渐变长，一些躁动不安的男

士也会变得”平静”下来，人的性活动开始逐渐减弱就是与光照有

很大的关系。智利的科学家特列斯在一篇题为《季节性与性犯

罪》的论文里系统阐述了他与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成果。

四、抢劫犯罪的季节性分丰斤

表3抢劫月份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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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案件是指作案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

公私财物的案件。近年来，抢劫犯罪案件处于居高不下的态势。

在公安部门统计的二十二类刑事案件中，抢劫案增长的速度最

快，发案数仅次于盗窃案据居第二位，占总数10％左右。抢劫犯

罪在犯罪动机和行为特征上具有强奸犯罪和盗窃犯罪两者兼具

的特征，因而对此类犯罪的季节分析具有对上面两种犯罪有综合

证实作用，并有助于对这一较大犯罪群体的犯罪行为规律进行研

究。④

从表3可以看出，1990年和1993年抢劫犯罪的两条数据链

基本呈重合状，变动趋势和变动幅度十分接近。在数据链的走势

上，均在冬末2月形成低谷，继而迅速在初春3月形成第一高峰，

于夏季的6-8月处于较低水平，在秋末的11月份形成次高峰；另

外从数据链的变动幅度看，虽然它们在个别月份有所差异，但差

异并不明显，而且也不影响两线走势的一致性，由此可以认为，抢

劫犯罪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第一，2月抢劫犯罪所占比例较低、3月抢劫犯罪所占比例最

高，主要是与春节有关。根据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价值

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

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

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

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

不同的。在高层次的需要充分出现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到

适当的满足。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

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

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

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要取而代之。适逢佳节，犯罪分子

也会与家人团聚，基于此时多数家庭都准备了丰富的物资、而且

人们均赋闲在家庆祝春节，犯罪分子生理上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

都得到了满足，于是主要与亲朋好友在一起，为了自己归属和爱

的需要。但过完春节之后，犯罪分子便重新意识到自己生理和安

全上需要的匮乏，着手进行盗窃和抢劫犯罪。

第二，由于抢劫犯罪都具有一定的预谋性，因此4月．10月整

个区间内曲线波动较之前两种犯罪不大。对于犯罪分子而言，选

择抢劫方式作案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易遭到被害人的反抗，

甚至可能被当场抓获。因此为了达到作案目的，又能逃避惩罚，

大都有一定的预谋、策划、准备过程。这些犯罪分子情绪的异常

表现常常为犯罪人的理智所克服，这些犯罪人由于追求较高的犯

罪效应或是减少犯罪的支出成本，抑制并控制了心理的非正常活

动，以此保障了犯罪行为的有计划进行，因此导致了预谋性犯罪

的非季节性特征。

注释：

(1逛)⑤⑥张宝义。曹子丹主编．犯罪季节性的一般分析．中国犯罪援引研究综述．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第192页．

②辛明主编．犯罪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③常伟光．刑事犯罪的季节性研究．犯罪与对策．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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