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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犯罪有上升趋势，市场化犯罪程度有所提高——关于我国流动青少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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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流动人口的青少年罪犯中，女性占6.8%，而在2000 年调查中则为4.6%，2002 年较2000 年上升

了2.13个百分点。（王志强：《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5>） 

流动青少年犯罪性质与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原因是一致的——大都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天津市

流动青少年罪犯中，犯罪性质所占比重前四位的是盗窃、抢劫、伤害、斗殴，比重为32.39%、36.85%、

8.92%、3.99%，在2000 年调查中，此四者所占比重分别为35.14%、30.69%、7.61%、1.47%。（王志强：

《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5>） 

1990年全国查获的犯罪团伙11万个，成员3618万人，1991年查获的犯罪团伙1314万个，成员5017万

人，1992年全国查获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100多个，有的犯罪团伙人数达100余人。这些所查获

的犯罪团伙及其人员90%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口，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黑社会色彩更加浓厚。（张雪筠：

《天津市流动人口犯罪特征探析》，《青少年犯罪研究》，1996 <10-11>） 

天津市2002年调查显示，在流动青少年罪犯中，实施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占51.41%，实施共同犯罪

的占37.09%，属于集团犯罪的为7.75%，在2000年调查中，上述三者的比重分别为48.41%、28.5%、

1.72%。暴力犯罪、共同犯罪、集团犯罪的严重从一定侧面说明了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犯罪的危害性增强。

（王志强：《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5>） 

天津市2002年调查显示，在流动青少年罪犯中，犯罪早有预谋的占51.17%，较2000年下降6.32%，因

事物引诱和感情冲动临时产生犯罪动机的占33.8% 和13.15%，分别较2000年上升3.09%和4.8%。相对来

讲，因事物引诱或感情冲动临时产生犯罪动机的所占比重较以往有所上升。（王志强：《流动人口中青

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5>） 

市场化犯罪在这里指，由于经济的交易而出现的受雇于人而犯罪或雇佣别人犯罪。据2000年天津的

调查，在流动青少年罪犯中，因受雇于人而犯罪的占2.7%，雇佣别人犯罪的占0.25%，既受雇于人又雇佣

别人犯罪的没有；但在2002 年调查中，受雇于人犯罪的占2.58%，雇佣别人犯罪的占1.64%，既雇佣别人

犯罪又受雇于人犯罪的占5.4%。从市场化犯罪的严重程度中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已有一定

的职业性和隐蔽性。（王志强：《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3<5>） 

 

稿件来源：《流动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前期文献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红

皮书”课题组，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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