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研究 1 9 9 5年第 5期

女性违法犯罪问题初探

咚 新

本文对中国女性违法犯罪 问题的基本状况
、

犯罪类型和犯罪原 因进行了总体描

述和概括性分析
。

文章认为
,

我国的女性犯罪水平较低
,

但女性违法状况应引起重视
。

在女性犯罪中
,

卖淫
、

重婚
、

杀人
、

拐卖人 口及各种经济犯罪是女性犯罪 的主要类型
。

引起女性参与犯罪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

但主要是社会原 因
,

而非生物原因
。

女性社会

参与的增加是女性犯罪现象产生和增加 的重要原 因
,

有必要从女性性别角色的变化

方面来理解女性的违法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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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女性违法犯罪的墓本状况

据司法部劳改局狱政处提供的资料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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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性违法犯罪的数量

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有两种
:

一是刑

事制裁
,

即国家对于违反刑法的犯罪者依其所应承担

的刑事责任实施的刑罚
,

在统计上以在押犯的形式表

现出来
,

是犯罪行为 ;二是劳动教养
,

即国家对那些违

法但又不构成刑事处分的分子实行的强制性劳动改

造的行政措施
,

他们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

建国 40 多年来
,

我国平均每年在押女犯约 2 8 0 0 0

余人
,

1 9 5 3 年至 1 9 6 2 年平均年在押女犯 4 3 6 0 0 余人
,

1 9 6 3 年至 1 9 7 2 年为 2 3 8 0 0 余人
,

1 9 7 3 年至 1 9 8 2 年

为 1 7 2 0 0 余人
,

1 9 8 3 年至 2 9 9 2 年为 2 5 4 0 0 余人
。

① 从

全 国看
,

1 9 8 6 年 判决总数为 3 2 5 5 0 5 人
,

1 9 8 7 年为

3 2 6 3 7 4 人
,

1 9 8 8 年为 3 6 8 7 9 0 人
,

1 9 8 9 年为 4 8 2 6 5 8

人
。

② 由此可以看出女性犯罪在社会刑事犯罪中所占

比例极低
,

只占整个刑事犯罪总数的 3 %左右
,

详见

表 1
。

从全国看
,

最后发生法律效力的被判决的罪犯在

总人 口的比例
,

1 9 8 5 年为万分之 2
.

67
; 1 9 8 6 年为万分

之 3
.

0 8 ; 2 9 8 7 年 为万分之 3
.

0 5 ; 1 9 5 5 年 为万分之

3
.

3 9 ; 1 9 8 9 年为万分之 4
.

37
。

我国刑事犯罪度 (指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数和免诉人数与总人 口之 比 )约

占万分之 5 左右 , ③ 而女性犯罪要比全国的刑事犯罪

度低得多
,

女性犯罪人数只占女性总人 口 的万分之

0
.

5 左右
。

女性犯罪的增长状况与社会总体刑事犯罪的变

化基本一致
,

与作案人员的总体状况趋同
。

有资料表

明
,

从 1 9 8 2 年到 1 9 8 9 年女性犯罪增长了 7 2
.

8 2 %
,

平

均年递增 8
.

13 %
,

但低于社会刑事犯罪的年均递增

1 4
.

8 3 %的状况
。

④

除逮捕
、

起诉和判刑外
,

还有许多有违法犯罪行

为的人受到行政制裁
。

从全国看
,

被劳教人员 1 9 8 5 年

5
.

4 万
,

1 9 8 6 年 7
.

2 万
,

1 9 8 7 年 8 万
,

1 9 8 8 年 9
.

2 万
。

受治安处罚人员每年约几百万
,

1 9 8 7 年 2 00 多万
,

1 9 8 9 年 3 00 多万
。

1 9 8 9 年
,

劳教人员与受治安处罚人

员合计占总人口的万分之 28
.

9
。

⑤女性劳教人员约占

劳教人员总数的 1 0一 15 %
,

这个数字高于女性在刑

事犯罪中的 比例
。

从某省的统计可略见一斑
: 1 9 8 2

年
,

该省女劳教人员占劳教总数的 5
.

03 %
,

1 9 8 3 年占

9
.

8 2 %
,

1 9 8 7 年 上 升 为 1 5
.

3 2 %
,

1 9 8 8 年 为

1 4
.

3 9 %
。

⑥



表 1 分年度女犯占在押犯总数的比例

年年度 (年))) 女犯占在押犯总数的%%% 年度 (年 ))) 女犯占在押犯总数的%%%

111 9 5 333 3
.

4 1 9 333 7 777 2
.

8 999

111 9 5 444 3
.

999 61 9 7888 2
.

8 999

111 9 5 555 4
.

0 111 1 9 999 7 2
.

999 7

111 9 5 666 2
.

8 1 9 7778 000 2
.

7 222

111 9 5 777 3
.

3444 1 9 8 111 2
.

4 666

111 9 5 888 3
.

3000 1 9 8 222 2
。

4 777

111 9 6000 2
.

3000 1 9 8 333 2
.

555 7

111 9 6111 3
.

4 1 9 8 222444 3
.

0 000

111 9 6 222 2
.

1 9 8 6 222555 2
.

8 555

111 9 333 6 2
.

5 555 1 9 8 6
ttt

2
.

8 666

111 9 6444 2
,

6 222 1 9 8 777 3
.

0 222

111 9 7 222 2
.

9 888 1 9 8 888 2
.

9 111

111 9 7 333 么 8 888 1 9 8 999 2
,

3 111

111 9 7 444 2
.

8 555 1 9 9 000 2
.

4 444

111 9 7 555 2
.

8 555 1 9 9 111 2
.

7 444

111 9 7 666 2
一

9 000 1 9 9 222 3
.

1 666

资料来源
:

1 9 5 3 年至 19 85 年的资料由司法部劳改局狱政处提供
.

1 9 8 6 年以后的资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提供
,

包括了免

于刑事处分和缓刑女犯
.

对于那些参与卖淫但又构不成劳动教养的女性
,

我国《刑法 》第 14 条规定
,

年满 14 岁一 17 岁的未

早在 1 98 4 年 10 月
,

上海市公安局
、

民政局
、

妇联参照 成年人犯罪后应负部分刑事责任
,

年满 18 岁的公民

解放初期改造妓女的成功经验
,

共同筹建并率先开办 犯罪后要负全部刑事责任
。

从全国来看
,

青少年 ( 25

了卖淫妇女收容教育所
。

这是一种行政教育措施
,

是 岁以下 )犯罪占极大的比重
。

1 9 8 3年 25 岁作案人员占

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
,

将卖淫燎娟人员集中起来学习 67
·

08 %
,

1 9 88 年为 75
·

72 %
,

1 9 8 9 年为 74
.

15 %
,

这
_

和劳动
,

并为她 (他 )们治疗性病
,

达到既治病又毅人 与人口中同年龄段的人口 比重增长是同步的
,

反映出

的目的
。

收容教育期限为 6 个月至 2 年
。

此后
,

这类收 与人 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

② 再看女性犯罪
,

容教育所相继在各地建立
。

1 9 88 年 3 月 30 日
,

公安部 1 9 9 1 年 8 月至 1 9 9 2 年 2 月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对北

首次报告
,

中国共有 68 所卖淫妇女收容所和改造中 京
、

上海
、

石家庄
、

武汉
、

成都
、

南京
、

广州
、

西安 8 市 25

心
。

截止 1 9 9 2年 6 月底
,

全国建立卖淫镖娟人员收容 岁以下男女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抽样调查表明
,

女性约

教育所 1 11 所
,

收容量 2 8 0 0 0 多人
,

其中
,

仅 19 91 年 占罪犯总数的 9 %
。

③ 25 岁以下的女青少年罪犯占女

就新建和开办收容教育所 36 所
,

到 1992 年底
,

全国 性罪犯总数的 40 % 至 50 %
。

与社会刑事犯相比
,

女性

又累计收容卖淫嫉娟人员 10 万多人次
,

其中绝大多

—数为卖淫女
.

①

(二 )女性违法犯罪分子的构成

1
.

女性违法犯罪分子的年龄石构有低龄化趋

势
,

但与社会总体的刑事犯相比年龄结构偏大
。

7 8

②
③

徐沪
: 《中国卖淫漂娟的现状与对策 》 , 《社会学研

究 》 1 9 9 3 年第 3 期
。

《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 (总卷 ) 》 ,

第 66 页
。

此次调查受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的委托
,

由

中国育少年犯罪学会组办
,

共调查了 1 9 8 1 名违法
犯罪青少年

,

其中女性青少年 17 0 人
。

笔者参加了
调查的全过程

.



罪犯的年龄差较大
,

平均年龄也较高
。

一项对少年犯
、

女犯
、

重犯和全体罪犯的多变量 比较发现
,

女犯的平

均年龄最高
,

为 28
.

“ 岁
,

并且标准差最大
。

这说明在

上述几种群体中
,

女犯的年龄差异最显著
,

分布最不

均衡
。

① 对全国女性犯罪三年抽样 ( 一9 5 5
、

1 9 5 7
、

2 9 5 5 )

统计表明
,

女性 25 岁以下作案者约占全部女性案犯

的 4 3 %
,

多数是 26 岁以上的人
。

②

2
.

与年龄因素相关
,

女性案犯中已婚者作案较

多
。

1 9 8 5 年
、

1 9 8 7 年
、

1 9 5 5 年对女犯的抽样调查表

明
,

女性案犯 已婚者占 防%
。

从各类案件看
,

又有所

不同
。

女性在杀人
、

伤害
、

诈骗案中已婚者居首位
,

在

盗窃
、

抢劫案中未婚者居首位
。

③

3
.

女性违法犯罪分子的构成以农民为主
。

从总体刑事犯罪看
,

作案人员中农民比重最大
,

约占 5 0一 55 %
,

工人约占 15 %
,

社会闲散和待业人员

约占 18 %
。

④ 在女性作案人员中
,

农民 比重要高于总

体状况
。

对某省 90 2 名在押女犯的调查表明
,

农民占

当年新收押女犯的比例
,

1 9 8 2 年为 8 5
.

5 %
,

1 9 8 3 年为

7 2
.

2 %
,
1 9 8 4 年为 7 3 %

,

1 9 8 5年为 7 5
.

6今石
,

1 9 8 6 年为

6 7
.

9 %
,
1 9 8 7年为 8 0

.

8 %
,

1 9 8 8 年为 8 8
.

1 %
,

1 9 8 9 年

为 81
.

7 %
,

⑤ 例年比例皆高于总体状况
。

但另一方面

这也是我国人 口结构状况的反映 〔根据 1 9 9。 年人 口

普查
,

农民人 口占到 80 写左右 )
。

4
.

女性罪犯中流动人 口 及农民异地犯罪占很大

比例
。

天津市女性犯人中属外地城市和农村的流动女

性达 20
.

7 %
。

⑥ 女性农民异地犯罪的比例 1 9 8 3 年以

前不到 50 %
,

而到 1 9 8 7 年已增加到 6 1
.

6 %
,

有些地

区甚至 已达 85
.

6 %
。

⑦这种犯罪动向与社会总体刑事

犯罪的状况相近
,

据无锡市调查统计
,

1 9 8 9 年外来农

民作案占作案人员总数的 64
.

6 %
,

北京在抓获的外

来犯罪分子中
,

70 %左右的是外地流入的农民
。

⑧

5
.

女性罪犯的文化水平很低

据有关部门调查
,

1 9 8 3 年以 来羁押的女性 罪犯

中
,

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多达 71
.

9 %
,

其中文盲 又多

达 60
.

5环
;

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 0
.

2 %
。

⑨

6
.

女性案犯有违法经历的人较少
。

全国 1 9 8 5 年
、

1 9 8 7 年
、

1 9 8 8 年抽样调查表明
,

男

性案犯有违法经历的人占 20 % 以上
,

女性有违法经

历的只占 10 % 以下
。

唯有诈骗案女性案犯有违法经

历的人较多
,

1 9 8 5 年抽样女性诈骗案有违法经历的

人占 4一%
; 1 9 5 7 年占 l 乒%

; 1 9 5 5 年占 1 2 %
。

L 近年

来
,

女性重新犯罪有增加的趋势
。

天津市 1 9 9 1 年入狱

的女犯中
,

属重新犯罪的女犯人数为 23
.

0 %
,

而且在

重新犯罪的女犯中有 70
.

6 %的人和前次犯罪性质相

同
。

抒

二
、

女性违法犯罪的类型分析

(一 )总体类型结构

对女性犯罪类型的分析可从不 同类型的女性违

法犯罪分子占女性罪犯总数的比例和 不同类型的女

性罪犯占社会同类刑事案犯的比例两方面入手
。

女性犯罪类型的分布比较广泛
,

离散程度较大
,

详见表 2
、

表 3
。

从表 2
、

表 3 可以看出女性犯罪的类型有以下几

个特征
:

( 1) 重婚罪占较大比例
。

1 9 8 6年女性重婚犯罪占

女犯总数的 2 2
.

6 4 %
,

1 9 9 0 年占 1 4
.

9 2 %
,

1 9 9 2 年占

10
·

08 %
。

值得注意的是
,

女性重婚犯罪占同类刑事案

件的比例在上升
,

1 9 8 6 年占 36
.

0 %
,

至 1 9 9 2 年 已占

至11 4 0
.

0 6 %
。

( 2) 盗窃犯罪在女性犯罪构成中占一定的比例
.

1 9 8 6 年女性盗窃犯 占女性罪犯总数的 6
.

0 8 %
,

1 9 9 0

年占 18
.

6 9 %
,

1 9 9 2 年占 1 7
.

22 叼
。

但在同类刑事犯罪

中女犯比例极低
,

1 9 8 6 年女犯仅占 1
.

0 5 %
,

1 9 9 0 年占

。
.

9 3 %
,

1 9 9 2 年为 1
.

3 %
。

( 3) 女性拐卖人 口犯罪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

1 9 8 6

年女性拐卖人 口罪犯 只占女性罪犯总数的 1
.

89 %
,

1 9 9 0 年升至 1 3
.

1 9 %
,

1 9 9 2 年为 1 3
.

7 2 %
。

在同类刑

事犯罪中女犯所占比例 1 9 5 6 年为 l 一 3 6 %
,

1 9 9 0 年

为 1 3
.

6 6 %
,

1 9 9 2 年为 1 3
.

7 4 %
。

( 4) 女性杀 人犯罪的比例比较稳定
。

1 9 8 6 年女性

杀 人 罪 犯 占 女性 罪犯 总 数的 8
.

72 %
,

1 9 9 0 年 占

.7 48 %
,

1 9 9 2 年占 7
.

02 %
。

在同类刑事犯罪中女性杀

人罪犯 1 9 8 6 年占 9
.

2 0 %
,

1 9 9 0 年占 7
.

6 9 %
,

1 9 9 2 年

占 8
.

0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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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女性主要犯罪类型在女性罪犯中的比例

赢赢淤之……
1 9 8666 1 9 8777 1 9 1 8 8889 8999 1 9 9 0001 9 9222 111 1 9 9

盗盗窃窃 6
.

0 88816
.

2 4447 1
.

3 2 888 0
.

3 1 444 8
.

6 999 17
.

5 555 17
.

2 222

重重婚婚 2 2
.

6 4442 3
.

5 555 1 9
.

9222 1 8
.

7 666 1 4
.

9222 1 1
.

9 4441 0
.

0 888

伤伤害害 1 0
.

0 8881 1
.

9222 1 0
.

222 1 4 0
.

8666 9
.

2 999 1 0
.

5 111

{
`。

·

’ 888

拐拐卖人 口口 1
.

89993
.

3 4441 0
.

6 8887
.

2 999 13
.

1 999 1 4
.

1 4443 1
.

7 222

杀杀人人 8
.

7 222 8
.

9 0007
.

222 5 8
.

17 888
.

4222 7
.

4 8887
.

0222

贪贪污污 9
。

89996
。

3 333 4
.

7 333 5
.

7 666 5
.

3 5556
.

666 56
.

7 222

农 3 女性罪犯占社会刑事犯罪中同类案件罪犯的比例

赢赢护之之
1 9 8666 1 9 8777 1 9 8 8881 9 999 81 9 9 0001 9 9 111 19 9222

重重婚婚 3 6
.

0 0003 7
.

666 43 6
.

5777 朋
.

9 0003 9
.

2 222 4 0
.

333 0 4 0
.

0666

侮侮辱诽谤谤 3 0
.

6 5552 9
.

53 111 5
.

7 4443 3
。

777 43 6
,

5 444 3 4
、

6999 3 5
.

7 999

毒毒品品 7
.

2 222 7
.

1 111 7
.

6 777 8
.

8 777 9
.

1 222 1 2
.

4 999 1 3
.

1 000

拐拐卖人 口口 1 1
.

3 666 9
.

7 222 1 1
.

9 111 1 0
.

3 666 1 3
.

6 666 1 2
.

1 888 1 3
.

7 444

杀杀人人 9
.

2000 9
.

2 444 8
.

1 444 7
`

9 000 7
.

6 999 7
.

9 555 8
.

0 999

贪贪污污 4
.

8 999 5
,

3 555 6
.

2 555 6
.

7 222 6
.

3 333 6
.

7 222 8
.

1 777

伤伤害害 4
.

5 444 4
.

9 222 4
.

3 333 4
.

2 777 4
.

1 222 4
.

3 000 4
.

4 444

流流氓氓 1
.

9 444 1
,

7 555 iiiiiii 1
.

5 000 0
.

9 222 0
.

9 000
222222222

.

9 111 0
.

9 777777777

盗盗窃窃 1
.

0 555 1
,

1 000 1
.

0 777 0
.

9 111 0
.

9 333 1
.

0 666 1
.

3 000

资料来源
:

最高人民法院
。

再看女性犯罪的作案特点
:

首先
,

女性单独作案

比例较高
。

1 9 8 7 年
、

1 9 8 8 年的抽样统计
,

女性单独作

案占女性全部案件 80 %以上 ; 男性单独作案约占

70 %
。

1 9 8 7年抽样调查表明在特大案件中
,

女性单独

作案占 77 %
,

而男性只占 50 %
。

重大案件中女性单独

作案占女性全部案件的 81 %
,

男性单独作案占 70 %
。

一般案件中女性单独作案占女性全部案件的 82 %
,

男性单独作案占其全部案件的 “ %
。

女性在杀人
、

盗

窃案中单独作案比例更高
,

占 90 %左右
。

①第二
,

女性

作案部位以室内为主
。

1今8 8年的抽样调查表明
,

女性

作案在居民住宅的占 53 %
,

而男性只占 37 %
。

②

(二 )不同类型的女性违法犯罪

1
.

卖淫问题

由于我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
,

1 9 5 7 年
,

卖淫在中

国基本绝迹
.

然而到 70 年代末
,

卖淫活动又一次抬

8 0

头
,

从南到北
、

从沿海到内地迅速蔓延到全国
。

据公安

部门统计
,

1 9 8 4 年全国查处卖淫漂娟人员 1 2 2 0 1 人
。

1 9 9 1年全国由公安部门抓获的卖淫缥娟人员突破 20

万
,

1 9 9 2 年查处人数达 24 万多
,

比 1 9 8 4 年增长了 20

倍
。

8年间共查处卖淫燎娟人员 86 万余人
。

据估算
,

被发现查处者只占这种违法犯罪活动人员的 25 一

30 %
,

即全国每年进行卖淫漂娟违法活动的人至少有

1 0 0一 1 3 0 万人
。

③

卖淫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组织的卖淫增加
。

8 0 年代初期
,

卖淫活动多是个别分散隐蔽地进

行
,

而近年有组织的卖淫活动增加
,

这首先表现为卖

淫活动成为黑社会的一部分
。

尤其在广州沿海一带
,

②
③

《中国现阶段犯罪间题研究 ( 总卷 ) 》 ,

第 1 79 一 180
页

。

同前书
,

第 179 一 180 页
.

徐沪
: 《中国卖淫燎娟的现状和对策 》 。



黑社会把妓女们当成摇钱树
,

又充任她们的保护伞
,

平时为她们拉皮条
,

出现
“

意外
”

便蜂拥而 至以武力解

决问题
,

有时甚至对妓女进行敲诈勒索
。

其次有的是

同一地区 的妓女为一个帮
,

流窜农村和 矿区卖淫
。

1 9 9 1 年
,

全 国共查 获卖淫燎娟 团伙 8 0 0 0 多个
,

比

1 9 9 0 年增长了 3
.

7 倍 ; 1 9 9 2 年又查获卖淫漂娟 团伙

近 6 0 0。 个
,

两年查获的团伙数字等于前 8 年查获数

的总和
。

不少团伙已从初期由卖淫妇女结成的单性团

伙
,

发展成组织严密
、

分工具体
、

各司其职的专业性组

织
。

①

研究卖淫女性
,

发现
: ( 1) 从卖淫女性的卖淫初衷

看
,

绝大多数不是由于经济生 活所迫
,

而是为了追求

更多的金钱
,

过奢华的生活
,

或为了出国等
。

据广州一

个妇教所调查
,

因生活困难而卖淫的仅占 2 %
,

被他

人逼迫所为的只有 1
.

5 %
,

其他卖淫女性虽然也有各

种各样的原因
,

但基本上是本人自愿卖淫的
。

② 另一

项调查 (样本 3 89 人 )表明
,

因家境困难而卖淫的占

n
.

8 2 %
,

受人教唆的占 13
.

n %
,

其余皆是因 自身原

因而卖淫
。

③ (2 )卖淫女以年轻女性为主
,

70 % 左右的

卖淫女年龄在 18 至 2 5 岁
。

广州妇女劳动教养管理

所
,

19 8 9 年对其收教的 5 00 名卖淫女性的调查表明
,

年 龄最 小的 只有 14 岁
.

18 岁是犯 罪 高峰期
,

占

19
.

8%
,

25 岁以 F者占 77
.

6 %
。

④ (3 )在 人员构成上
,

改革开放之初
,

卖淫女性多为无业或待业 人员
,

而近

年来查获的卖淫女中不少是有正 当职业的
,

她们中有

农民
、

工人
、

中学生
、

大学生
、

演员
、

干部等
。

总起来看
,

卖淫女 以农村和社会闲散人 员为主
,

从 1 9 9 1 年查获

的卖淫女性看
,

农村女性和城市闲散待业女性占到

83
.

5 %
,

而干部只占 0
.

9 %
。

而对上海卖淫女身份的一

个调查表明
,

63 % 是有正 当职业和 固定收入的职工
,

只有 27 %是无业人员
,

其中多数又属有工不做
,

有学

不上
,

家庭生活并不困难者
。

⑤ (4 )部分省市收容教育

所的追踪调查显示
,

解除收教人员的改好率平均在

6。%左右认上海市第一收容教育所截止 1 9 9 2 年 5 月

累计收容教育卖淫妇女 2 7 9 6 人
,

其中重新违法的占

.8 3%
。

⑥

2
.

重婚罪

从表 2
、

表 3 可以看出
,

女性重婚犯罪是女性犯罪

的主要类型之一
,

占有较高的 比例
。

女性的重婚犯罪

有以下几个特点
:

( l) 女性重婚犯罪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和个人差

异
。

农村女性犯重婚罪的比例高于城市
,

经济不发达

地区高于发达地区 ; 在女性重婚犯罪中
,

农村女性占

80 %左右
,

城市女性占 20 %左右
。

⑦ 重婚犯罪直接与

个 人对法律的认识水平
、

文化水平
、

道德修养相关
,

文

化水平低
、

道德修养差
、

没有法律常识的女性在重婚

罪犯中的比例较高
。

( 2) 女性在重婚罪中具有双重性
,

她们既是犯罪

的当事人
,

又是这一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

一旦罪行暴

露
.

她们将面临许多情感问题
,

如非婚生子女如何处

置的问题
。

一项对 156 起重婚案件的分析显示
,

因重

婚造成非法出生子女 1 34 人
,

最多的生 4 胎
。

⑧

( 3) 易引发其他形式的犯罪
。

重婚多与诈骗有关
,

有些女性以结婚为手段骗取对方钱财
。

此外
,

重婚犯

有明显的受害者
,

受害者常因所受的情感伤害而产生

报复心理
,

发生新的犯罪
,

如原夫杀害或伤害原妻子

和新夫等
。

3
.

财产型违法犯罪

从中国现阶段的刑事犯罪看
,

财产型犯罪 (盗窃
、

抢劫
、

诈骗 )占大案总数的 8 0 %
,

⑨女性的财产型犯罪

与总体状况相 比要低
,

但仍是女性违法犯罪的主要类

型
。

A
、

盗窃犯罪

女性盗窃犯罪与男性相 比有如下特点
: ( 1) 作案

手段与方式与男性有差别
。

男性盗窃犯罪的空间范围

广
,

作案方式多样化 ; 而女性限于身体条件
,

作案方式

主要是扒窃
、

入室盗窃或利用工作之便盗窃国家
、

集

体或个人的财产
,

空间范围小
.

作案方式简单
。

而且不

同年龄
、

不 同职业的女盗 窃犯有不同的行为表现
,

少

女多以扒窃
、

偷窃为主
,

作案地点多在商店
、

公共汽

车
、

邻居或同学家中
,

目标不定
,

多是随机作案 ; 而成

年女性的盗窃行为多利用工作之便
,

并有预谋
。

与男

性相比
,

女性的盗窃犯罪较多地发生在财物存放与流

通之处
,

犯罪场所集中
。

例如
,

天津市对 1 9 9 1 年入狱

的 8 7 名女性犯人的调查发现
,

有 28
.

2 %的人 以居民

住户为作案场所
,

有 15
.

6 %和 14
.

1 % 的人 集中在个

体摊点和 商场作案
,

另有 1 4
.

1 %的人将工厂企业作

省

④
⑤

徐沪
: 《中国卖淫镖娟的现状和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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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案场所
。

① 女性在盗窃案中使用最多的手段是顺

手牵羊
、

拎包
,

破锁盗窃的比例较少
。

1 9 8 7 年在全国

范围内抽样调查这三种手段的使用
,

女性的比例分别

为 22 片
、

25 %和 22
.

72 %
;
而男性案件中分别为 2 5 %

、

1 1 %和 5 0 %
,

也就是说
,

顺手牵羊与拎包式的盗窃犯

罪中女性比男性高一倍多
,

而在破锁盗窃中男性 比女

性高一倍以上
。

②

( 2) 女性盗窃犯罪 有很大的隐蔽性
。

人们一般认

为
,

女性胆小
、

心地善良
,

一些女盗窃犯正是利用人们

的这一心理在公共场所作案
。

这种作案不易被察觉
,

即使有人发现被盗
,

一般也不怀疑女性
。

特别是有些

女盗窃犯抱着孩子进行偷盗犯罪
,

极具隐蔽性
。

(3 )女性盗窃具有非体力性
。

实施盗窃活动一般

要凭借一定的工具
、

技能和体力
。

女性因身体特点
,

在

作案中多取前两点
,

很少用撬砸
、

破坏
、

脚瑞等形式的

盗窃
,

这种非体力性又 表现为她们的盗窃犯罪常与工

作相关
,

监守 自盗的比例较高
。

( 4) 女性盗窃犯有较高的应激性
。

女盗窃犯在危

险情况下
,

具有较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

尤其是在入

室盗窃时
,

如遇家中来人
,

她们多较镇定
,

能够找机会

逃跑
,

避免正面冲突
。

因此
,

女性盗窃犯很少出现男性

盗窃犯常出现的 由盗窃犯罪 而转化为行凶或抢劫犯

罪的情况
。

B
.

诈骗犯罪

女性诈骗犯常常以其性别优势行骗
,

有的冒充可

怜的丢钱女向过路人骗钱
,

有的冒充公关小姐
,

签订

假合同
,

还有的推销假酒
、

假药
、

假烟
,

等
。

公安部门的资料表明
:

近年诈骗犯罪持续增加
,

1 9 9 0 年全国 诈骗案件 5 4 7 1 9 起
,

比 19 8 9 年上升 了

28
.

5 %
。

③ 女性诈骗犯罪 占女性犯罪总数的 ? %
-

15 %左右
,

并存在地区差异
。

天津市 1 9 9 1 年对全部入

狱的女犯的调查显示
,

犯诈骗罪占 1 6
.

3 %
。

④ 这种差

异是地区之间经济生活差异的反射
。

女性的诈骗犯罪

主要有以下特点
:

( l) 罪犯利用部分人的特定心理行骗
。

诈骗犯罪

的主要目的是骗取财物
,

骗子得逞与受害者的轻信贪
J

合有密切关系
。

一些女骗子就利用人们的各种不 良心

理来达到目的
。

如有的女骗子用人的贪财之心
,

以各

种甜头相诱惑 ; 利用某些男性的不良需求心理
,

进行

敲诈勒索 ;利用有些人急于 出国
、

急于婚配的心理达

到行骗的目的
,

等等
。

( 2 )女性的诈骗犯罪多与
“

性
”
相联系

,

她们常以

色相诱惑受害者
,

也有的女性以征婚为名进行诈骗犯

8 2

罪 ;因而
,

这类犯罪
“

隐案
”

较高
,

一些受害者难于 向警

方报案
。

(3 )女性的诈骗犯罪多有预谋
。

女性诈骗的预谋

性表现为对受害者的选择上
,

在选择被害者的过程

中
,

她们既要考虑自己如何去做
,

又要分析被骗对象

的心理
、

感受及行为规律
,

对不同职业
、

性别
、

年龄
、

社

会地位的人 的心理进行观察
、

推测
,

以采取不同的骗

术
。

C
.

贪污犯罪

从表 2
、

表 3 可见
,

1 9 8 8 年女性贪污犯罪占女性

犯罪总数的 4
.

73 %
,

1 9 9 2年上升到 6
.

76 %
。

女性贪污

犯罪占同类刑事犯罪的比例也逐年上升
,

19 86 年古

4
.

8 9 %
,
1 9 9 2 年上升到 8

.

17 %
。

与男性相比
,

女性的

贪污犯罪有以下几个特点
:

( 1 )盲 目性与感情色彩
。

许多女贪污犯是从受别

人驱使开始走上犯罪道路的
,

她们因种种原因为丈

夫
、

为情人
、

为朋友
、

为子女以各种办法挪用公款
,

直

室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

她们在为别人盲目贪污时常抱

有侥幸心理
,

相信 自己会尽快还回公款
,

从而在犯罪

的路上越走越远
。

(2 )隐蔽性与欺骗性
。

常识上人们总

觉得女性办事踏实
、

稳重
、

胆子小
,

值得信任
,

易于对

其放松警惕
,

其罪行不易察觉
。

4
·

杀 人犯罪

杀人是最严重的暴力犯罪
.

从表 2
、

表 3 的统计

看
,

多年来
,

杀人犯罪占女性罪犯总数的比例比较稳

定地占到 7一 9 % ;占同类案件总数的 8一 9 %
。

女性杀

人犯罪有较明显的性别特点
:

( 1) 从杀人动机看
,

女性杀人动机的形成较被动
,

多有先是被害者而后害人的特点
。

一项对 2 17 名女杀

人犯的调查发现
,

罪前有受害情节的占 62
.

21 %
。

具

体表现为
:

一是在婚恋 中受骗遭玩弄或被抛弃
,

占

5 .0 37 % ;二是在家庭生活中长期被奴役
、

打骂
、

虐待
,

占 3 4
.

8 1 %
;
三是在生育方面

,

由于生女孩遭歧视嫌

弃等
,

占 1 0
.

3 7 % ; 四 是被 拐卖遭 受 非人待 遇
,

占

4
.

44 %
。

⑤ 这些女性由于遭受种种不幸
,

心理和行为

失衡
,

走投无路生出杀机
。

许多被害人之所以被害
,

是

由于他本人对作案人长年的欺凌造成的
。

这里可以把

多数女性杀人犯罪动机形成的流程归纳为
:

生活的不

① 张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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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张宝义
: 《女性犯罪

:

特征与对策》
。

⑤ 孙兴中
: 《对 2 17 名女性杀人犯罪的调查》 , 《青少年

犯罪研究 》 19 9 2 年第 2 3/ 期
。



幸超出了心理承受能力
.

感 到找不到 解决问题的 办

法
,

于是产生了与其受害不如根除受害的祸根
-

一 杀

掉施虐者的想法
。

( 2) 女性杀人犯罪的对象具有特指性
、

被害者与

作案人关系密切
,

如丈夫
、

情人
、

男朋友
、

熟人
、

邻居或

罪犯本人的孩子
。

在女性杀人案件中
.

男性被害约占

7。 %
,

女性杀人案的幼 儿被害较多
,

1 9 8 5 年
、

1 9 8 7 年
、

1 9 8 8 年三年抽样表明
,

女性杀人案中幼儿被害居各

种身份的第三位
,

三年分别为 16 %
、

29 厂
、

2 1
.
戒

,

而三

年抽样男性杀人案幼儿被害的比例只占 3 叮
。

一项对

21 7 名 女杀 人 犯的调查表 明
.

杀害情夫或恋 )、 占

4
.

2 9 %
,

杀害一般亲属的占 21
.

43 %
,

杀害同事
、

同学

的占 5
.

17 %
,

杀害娇夫之妻的占 12
.

86
。
上

( 3) 在作案毛段上
,

女性杀 人犯罪 多采取非暴力

杀 人
,

她们在杀人
、

伤害案中使用投毒
、

药物的情况较

多
。

1 9 8 5 年统计
,

女性在杀人伤害案中用投毒
、

药物

的占 娜
.

68 % (男性同类案件约 占 .1 7 %
少

.

1 9 8 7 年抽

样调查表明
,

在杀人
、

伤害案中用投毒
、

药物的女性

46 人
,

而男性是 25 人
。

② 此外
,

女性杀人犯罪多有预

谋和准备过程
。

对 21 7 名女杀人犯的调查显示
,

有预

谋
、

有准备的杀人占 72
,

81 %
。

③

( 4) 女性杀人犯罪 由
` ’

性
”
问题诱发的较多

,

如通

奸双方为排除障碍达到 长期苟合或组合 新家庭的 目

的而实施杀人犯罪
。

前述对 2 1 7 名女性杀人犯的调查

显示
,

因奸情杀人的占 5 8
.

06 %
。

④ 而且
.

这类犯罪与

案犯的年龄有关系
。

据上海
、

四川
、

西安等地的不完
_

全

统计
,

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女性奸情杀人犯罪分子占

女性杀人犯总数的 74
.

67 %
。

⑤ 某省对现押 9 02 名女

杀人犯的调查表明
,

奸情杀人占 5 5 8 %
.

因夫妻纠纷

杀人占 27
.

8 %
。

⑥

三
、

女性犯罪原因初探

探讨女性犯罪的原因
,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
:

为什

么女性犯罪 比男性少得多 ? 是什么导致 了男女两性在

犯罪率上的差异 ? 如果能合理地解释这一问题也就能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女性犯罪的原 因了
。

因 为一旦那些

促成女性犯罪较少的因素发生变化
,

必然 学致女性犯

罪的发生与发展
。

据全国第四 次人 口 普查
,

女性在 总 人 口 中占

4 8
.

4 %
,

几乎将近一半
,

而 女性刑事犯罪 只占社会刑

事犯罪的 3 %左右 (虽然有一定的
“

隐案
”

存在 )
。

不排

除有一定的生理原因
,

如女性天生身材较矮
、

体 力较

弱
,

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的
,

两性犯罪类 型与数

量的 差异主要是社 会化过 程所传递的文化赋 予了人

们不同的性 别角色
.

比如
:

1
.

女性的性别角色以顺应为主要特点
。

女性在

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的教育是
:

顺从
、

听话
、

忍耐
,

这使

她们逐渐形成与某些违法犯罪行为
,

如暴力犯罪等极

不合拍的生活方式
,

这使她们远离犯罪的轨道
。

长期

的社会从属地位
,

导致 了女性的依附性
。

也就是说
.

女

性成长的社 会环境 不允许她 们滋 生
“

离经叛道
”
的想

法
。

另一方面
,

社 会学习机会也使女性能够较好地远

离不良行为的影啊 女性总是比较容易认同母亲作为

自己的榜样
,

由此 学会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
,

在社

会方面她们学会如何与男性建立 和保持良好与满意

的关系
。

2
.

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一直是较为传统的
,

即使

在发达 国家人们对女性的期望仍然是接近传统的
。

作

为社会意识
,

社会更多地期望女性是贤妻良母
,

期望

女性在 事业 上有很大的贡献的情况并不多 见
。

女性通

过领悟社会期望
,

学会利用合法手段取得被社会所认

同的成功 目标
。

生儿育女
、

贤妻 良母的社会期望
,

使女

性 长要 的生活空间是家庭
,

与男性相比
,

她们的社会

参与较少
。

从而犯罪的机会也相对较少
。

3
.

女性更多地处 于社会的监督机制下
。

长期 以

夹
,

女睦的活动中心是家庭
,

即使在现代社会
,

女性也

欠 处在小家庭
,

虽然她们参与社会活动
,

但生活的重
J

公仍是家庭
,

她们 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由她们的父

亲
、

丈夫甚至她们的孩子所组成的无形的严密的社会

监督之下
。

严格的来自各种与自身利益有关的监督
,

使女性从少女时代起就不能随便地使用非法手段
。

一 方面
,

上述多种原因导致了女性犯罪率一般较

低
,

另一 方面 上述因素处于 不断变化之 中
,

女性犯罪

的变化状况正是其变化的写照
。

( 一 ) 女性社会参与增加 与犯罪增长的同步趋

势

从全国来看
,

女性犯罪在增加
。

首先是数量的增

加
,

从 1 9 8 2 年到 1 9 8 9 年女性犯罪增长了 72
.

82 %
,

平

均年递增 8
.

13 %
。

一

立 第二是女性犯罪结构发生变化
,

孙兴中 《对 2片 名女性 杀人犯罪 的调查 》
.

《青少年
犯罪研究分l , 9 2 年第 2 / 3期

。

《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 究 (总卷 ) 》 ,

第 1 80 页
。

孙 兴中
: 《对 2扦 名女性杀 人犯罪的调查 》

。

同 上文
。

邓维莺
:
《奸情杀人案件中女犯心理初探 沙

, 《女性违
法 犯罪 》

,

群众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第 1时 页
。

秦春元
、

慕庆平
: 《当前女性犯罪的特点

、

原因和对
策 》

。

《中国现阶段犯罪间题研究 (总卷 ) 》 ,

第 74 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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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已消灭的犯罪类型如卖淫
、

吸毒
、

拐卖人 口犯

罪 又重新出现
。

5。一6 0年代
,

女性反革命罪及旧社会

遗留下来的惯犯占相当大的比重
,

特别是反革命罪在

总犯罪中占 60 % 左右
.

而进入 80 年代
,

反革命罪已下

降 ,PJ 1%左右
,

其他刑事犯罪上升到 99 % 以上
。

目前

我国女性的犯罪与 50
、

60 年代的犯罪有本质差别
,

它

趋于与男性犯罪结构相一致
,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脉膊

相联系
。

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着女性犯罪不断增加的趋势
。

有资料显示在最近 10 到 20 年间
,

联邦德国
、

英国
、

美

国的女性犯罪率上升速度已略高于男性
。

据美国的研

究报告
,

女性犯罪在发展中国家平均上升 30 %
,

在发

达的工业国家平均
.

上升 50 %
,

发展速度高于 男性犯

罪的发展
。

①

经济的发展带给了女性更多的社会参与的机会
。

一方面
,

这种变化激化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

盾
,

如女性对社会 目标的追求与手段缺乏间的冲突
、

社会的富裕与女性的相对贫困间的冲突
,

这些很可能

成为犯罪的诱因
。

另一方面
,

女性参与空间越大参与

程度越深
,

其获得犯罪的机会和手段会越多
,

男性的

犯罪活动也更加适合于女性的犯罪活动
,

女性的犯罪

在犯罪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必然增长
,

甚至 出现女性违

法犯罪活动与男性违法犯罪趋同的现象
。

(二 )性别角色中现代与传统的冲突
’

从中国来看
,

改革中的女性不可能再依靠国家的

政策给自己谋一个一劳永逸的位置
。

女性必须同男性

一样以 自己的能力
、

资源来谋求生活与地位
,

这使女

性必须以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出现在社会面前
。

但社会性别角色的变化是有过程的
,

现阶段的中

国是现代与传统并存
,

并以传统为基础
。

在一些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琦B罪学家桑斯

顿
·

赛林曾说
:

由个性内化的互相冲突的行为规范之

间的矛盾具有最强烈的犯罪成因的作用
。

② 建国 30

年来的政治传统下形成的行为规范基本解体
,

所谓
“
现代的

”
和

“

传统的
”

的冲突
,

在女性角色上体现得异

常明显
。

城市女性往往是在一种难于两全的性别模式

中生活
,

一方面是对现代独立生活向往
,

另一方面是

无法摆脱旧传统
。

表现在犯罪上
,

也可看出两种似不

相容的价值观的杂揉
。

如年轻女性外出谋生
,

是追求

经济独立
、

个性发展的
“
现代

”
之举

,

但沦入卖淫市场
。

又是女性对 自身作为商品的默认
。

更有些卖淫者是由

于失去贞操又被抛弃
,

产生心理逆变
,

走上卖淫道路
,

又可视为在传统的压力下的自暴自弃
。

8 4

而在农村
,

女性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

因此农村女性的犯罪也更多地是
“

传统型
”

犯罪
,

比如

受虐杀夫
。

(三 )社会对女性期望增高与女性相对贫困感

中国社会在改革过程对人的期望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

这种变化也包括了社会对女性期望的改变
。

女

性不仅要做个贤妻良母
,

还要具有较强的养家糊口的

能力
。

但就女性总体来说
,

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她们处

于劣势位置
,

实现目标的手段相对缺乏
。

比如收入
,

据
“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数据
,

城镇女性人均月收入

是男性收入的 81
.

68 %
,

农村女性年均收入是农村男

性的 76
.

6 %
。

③而社会结构的分化又加剧了男女收入

上的差距
,

这表现在大量城镇下岗人员中
,

女性占多

数
。

这都使女性的相对贫困廖高于男性
。

1 9 9 1 年
,

有关人员调查了天津 1 9 9 0 年入狱的全

部罪犯共 4 26 6 人
。

从入狱前生活条件看
,

女犯人均月

收入为 15 9
.

83 元
,

低于全体犯平均水平 57
.

22 元 ;女

犯月均零用钱为 42
.

09 元
,

低于全体犯 34
.

69 元 ; 女

犯家庭住房间数为 2
.

06 间
,

低于全体犯 0
.

92 间
。

通

过比较可以看出
:

女性犯罪者家庭生活条件明显低于

一般犯罪分子
。

④ 值得注意的是
,

入狱的女性犯人被

捕前每人月均收入为 15 9
.

8 元
,

而与我国城镇女职工

的月平均收入 ( 1 5 9 元 )基本相同
,

她们并不存在着经

济生活上的真正贫困
。

从有关女性自述的犯罪原因方

面可以窥见到女性追求物质生活与其犯罪的关系
.

天

津市的一项调查表明
:

女犯中因生活中发生
“
没钱花

”

而犯罪的占 35
.

3 %
,

追求享乐而犯罪的占 29
.

4 %
,

因

婚事急用钱而犯罪的占 n
.

8%
。

⑤她们的犯罪原因都

与经济有关系
。

( 四 )不完善的社会过程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

乏
。

追探女性罪犯的个人历史
,

或多或少的都有社会

化过程不完善的印迹
。

前述对八市违法青少年的调查

说明
,

在违法犯罪青少年中破报家庭 (父母离婚
、

再

婚
、

丧父或丧母 )的比例很高
,

近城违法青少年生活在

破损家庭
。

且违法女青少年的家庭破损率高于男性
,

汉斯
·

约阿希姆
·

施奈德
: 《犯罪学 》 ,

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 99 1 年版

,

第
6 1 0 页

。

同上书第 4 7 5 页
。

《中国妇女地位调查 》课题组
: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初步分析报告 》 , 《妇女研究论丛》 1 9 92 年创刊
号

。

周路
、

杨若何
、

朱世民
: 《关于天津市犯罪调查的报

告 》 , 《青少年犯罪研究》 1 9 9 1 年第 n 期
。

张宝义
:
蛋女性犯罪

:

特征与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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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父母分居也包括在内的话
,

女青少年生活在不

美满家庭的比例高达 3 7
.

3 %
,

比男青少年高 13
.

5 %
。

可以看出家庭的破损状况对女青少年有更大的影响
。

一项对天津市 1 9 91 年入狱的女性罪犯的调查显

示
,

失衡的家庭教育和冷漠的家庭关系对女性犯罪影

响很大
.

25 岁以下的女犯中有 78
.

6 %的家长的文化

水平在初中或初中以下
.

有 33
.

3吓的父母很少知道

其子女 一天 的活动场所
.

有 16
.

1 %的父 母很少知道

自己的孩子经常和谁在一起
。

在家庭关系上
,

25 岁以

下的女犯中有 19
.

5 %的家庭经常吵架
,

有 14
.

4 %的

家庭在做家庭重要决定时从不征求孩子的意见
,

有

21
.

6 % 的家庭父母与孩子间的关 系不十分亲密
,

有

9
.

6 %的家长很少受到孩子的信任
。

① 可见
,

家庭控制

能力的减弱和亲密关系的弱化直接影响到女青少年

的犯罪
。

其次
.

从学校角度看
,

许多女性罪犯文化水平很

低
,

没有良好的学校教育
。

八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抽

样调查反映出男女青少年在文化水平上的差别
,

从文

盲比率看
,

女性为 10
.

3 %
,

比男性高 8
.

1 %
。

成年在押

女犯的低文化状况更为显著
。

某省对 9 02 名在押女犯

的调查表明
,
1 9 9 2 年收押的女犯文盲占 44

.

5 %
,

② 她

们文化程度的平均水平低于社会女性人 口 的文化水

平
。

缺乏教养和愚昧是犯罪特别是女性犯罪的重要原

因
。

再次
,

一个人是否可能接触到越轨环境
,

并学习

越轨行为是十分重要的
。

调查表明
,

在女青少年犯中

家庭成员或近亲属有犯罪记录的高达 22
.

5 %
。

③在小

群体内部
,

通过同辈群体的学习也是学 习越轨行为的

一个主要方面
,

就群体作用而言
,

女性 比男性更易于

受小群体的影响
,

特别是与女犯要好的同事
、

朋友
、

同

学和邻居对她们价值观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
,

一项

调查表 明
,

女犯中有 66
.

6 % 的人所在小群体最关心

的是如何赚钱
,

还有 2 5
.

1 % 的女犯所在的小群体关

心的是如何享受
。

④

调查还 发现
,

目前女性 犯罪 团伙 纠合形式 较

1 9 8 7 年以前有了很大变化
,

那种临时纠合
、

时聚时散

的松散型犯罪团伙趋于减少
,

而以亲属
、

朋友
、

同学等

关系纽带
、

联系紧密
、

比较固定的犯罪 团伙逐渐增多
,

且男女混杂
。

1 9 8 0 年江苏二 人以下共同犯罪或集团

犯罪的女犯 占 2 1
.

3 %
,

1 9 8 7 年上升到 3 2
.

9 %
,

1 9 9 1

年则增长到 58 5 %
。

⑤一旦女性加入到这样的犯罪团

伙中
,

必然会接受团伙的行为价值准则
,

想自拔是十

分困难的
。

而卖淫行为也源起于学习
,

许多卖淫女是

先接触到卖淫亚文化而后开始卖淫的
,

她们通过已经

参与了卖淫活动的同乡或朋友了解到了卖淫生活的

种种
“

好处
” ,

并不断增加自己
“

偶然性的性生活
” ,

检

验他人对其活动的反映
,

当克服了羞耻感
,

她们将获

得新感受
,

并承担起这一
“
职业

” 。

越轨亚文化对女性

犯罪的作用是泯灭其犯罪感和 羞耻感
,

而这些是社会

控制与监督的重要手段
。

社会控制与监督的削弱还表现在
:

社会规范不足

够的强化
。

在社会实践中
,

人们通过行为与结果间的

内在联系
,

如报偿与惩罚而掌握社会规范
,

只有报偿

与惩罚达到应有的强度才能使人学到正确的社会规

范
。

如果越轨与犯罪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而是得到

了较大程度的报偿
,

那么
,

此种经验只能使人认为越

轨行为比顺应社会的行为更有利可图
,

而社会规范则

成为无关重要的事情
。

例如
,

在卖淫行为中
,

只要其卖

淫行为不为社会所知
,

其越轨行为获得的是报偿 ; 即

使行为暴露于社会
,

受到的制裁也是有限的
,

最多是

送妇教所
,

而顺应社会的行为
,

往往获得的是受穷并

被人看不起
。

从这一角度说
,

女性因越轨行为获得的

社会报偿越多
,

她们越可能远离社会规范
,

越可能走

上犯罪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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