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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刑事案件近六成未能侦破等问题，公安部将在全国开展

刑警大练兵活动。如果确如报道所说，全国目前刑事案件破

案率可能在30%左右，那么，我们不难从问题的反面看到刑

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刑事威慑力的绝对弱化和

犯罪人作案侥幸心理的相对强化。 违法必究的法律原则，对

每一个公民而言都是一种公平的预期风险，它以法律的名义

告诉人们，只要犯罪就应该受到制裁。司法部门通过惩罚犯

罪，将刑罚的惩罚由预期风险转化为事实风险，进而向所有

公众发出警示，以起到一般犯罪预防的作用。刑事案件破案

率过低，犯了罪的人事实上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不仅无法

体现法律的正义和公平，也无法实现公民由法律外在的他律

而产生的内在自律，甚至会对刑罚的威慑力以及司法机关的

办案能力产生怀疑。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犯罪

人选择的侥幸心理与刑事案件的侦破率存在正比例关系。简

言之，侦破率越高，预期风险越大，则犯罪的侥幸心理越弱

；侦破率越低，预期风险越小，则犯罪的侥幸心理越强。因

此，在总体上，刑事案件的侦破率会影响社会上刑事案件的

发生率。 几乎没有人是为了坐牢才去犯罪的，犯罪人在选择

犯罪时，总是希望既实现自己的目的，又逃避法律的制裁。

在利益与风险之间，他们往往存在一种自认为有可能规避风

险的自信，这种自信和对自己行为的可能性评判，就是侥幸

心理。假设，在发生的十起案件中，只有三起被侦破，对那



些潜在的、有违法犯罪可能的个体而言，利益与风险的几率

相当于7?s3；如果他再掺入一些精心策划、销毁证据等因素，

其对风险的预期会降得更低，结果是犯罪的动机得到了充分

强化，对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杨新海、黄勇等犯罪人连

续杀人而久未侦破，均反映了侥幸心理对强化犯罪的作用，

也暴露了案件不能及时侦破造成的严重后果。 我们有理由期

待这次大练兵活动能全面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侦破率，即使

提高一个百分点，都可能消除犯罪人的侥幸，使千百个家庭

不受侵害。□马皑（中国政法大学 学者）出处：《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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