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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社会结构变动，我国社会犯罪的群体构成及各群体的

犯罪行为特征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调整与分化。男女两性作为社会犯罪的基本群体范畴，他（她）们在

社会犯罪中的“价值”体现及相应的犯罪行为特性越发鲜明，特别是女性犯罪中不断凸现的与男性犯罪

的差异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以上视角出发，经过对相关调查资料的分析，试图对两性犯

罪的异质性内涵作一个必要的探讨，而探讨的结果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两性犯罪的不同特性，尤其是正确

认识和估价女性犯罪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犯罪中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男性依然是社

会犯罪的绝对“主导”，女性仍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虽然女性的“非恶性”形象得以维护，但也

反映出女性参与社会活动以及社会主体地位有限的客观状况。不过从天津市十几年来社会犯罪的两性变

动来观察，女性的“弱势”状态有了细微的变化。如1990年天津市判刑入狱的犯罪人员中，女性所占比

例为2.2%，1993年为2.5%，1996年为2.7%，1999年为3.7%，2002年为6.1%，2004年为6.5%，即女

性在犯罪人口中的比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尽管这种上升的势头是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完成的，但

毫无疑问，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以及参与社会活动范围的拓展，女性在犯罪人口中的比例还将会有

一定的提高。 

        女性对社会犯罪的“贡献率”不断增高，并不等于她们的犯罪是在重复男性犯罪的“轨迹”，或者

是沿着男性犯罪的规律亦步亦趋，她们的犯罪应当具有极其明显的自身特点。根据天津市2004年对当年

入狱全部犯罪人调查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两性犯罪人在犯罪主体特征及犯罪行为倾向上，有诸多明

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的出现与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处遇有密切的关系。 

        一一一一、、、、犯罪主体的差犯罪主体的差犯罪主体的差犯罪主体的差异异异异性比性比性比性比较较较较。1、女性的犯罪年龄明显高于男性。女性的犯罪年龄高于男性犯罪年

龄近4岁，两性的犯罪年龄差异十分明显。2、女性的整体文化程度高于男性。3、女性中离婚、再婚现

象较为严重。由此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婚姻状况对于女性犯罪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婚姻关系的变动，可能

是促成其犯罪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4、女性犯罪人以城镇女性为主。男性中非农业户口的犯罪人仅

占42.4%，而女性犯罪人中非农业户口的比例则高达59.8%。5、女性犯罪人的生活状况相对“不佳”。 

        二二二二、、、、犯罪被害人特征的差犯罪被害人特征的差犯罪被害人特征的差犯罪被害人特征的差异异异异性比性比性比性比较较较较。1、女性犯罪被害人的年龄偏高。原因主要与女性犯罪人的年

龄有关。2、女性犯罪的被害人以男性为多。在女性犯罪侵害的个体中，男性依然是遭受侵害的主体，比

例为64.4%，而被害女性的比例为35.6%。3、女性犯罪的被害人以熟人为主。女性犯罪中，犯罪人与被

害人“认识”和“很熟”的比例分别为22.8%、39.2%，合计为62.0%，而“不认识”的比例仅为3

8.0%。4、被害人行为过错是女性犯罪的重要起因。女性犯罪中被害人的行为过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即性骚扰、承诺不兑现、经济上苛刻、第三者、加害自己或家人、言语过激，以上过错占所有行为

过错的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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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犯罪犯罪犯罪犯罪动动动动机及犯罪行机及犯罪行机及犯罪行机及犯罪行为为为为的差的差的差的差异异异异性比性比性比性比较较较较。1、女性犯罪动机受情境影响很大，对刑罚后果缺乏预

期。女性犯罪中，有预谋的犯罪比例仅为37.3%，大大低于男性犯罪人。而在事物诱发和感情冲动的犯

罪中，男性犯罪中的比例分别为25.1%、10.8%，而女性犯罪中的相应比例则为34.7%、27.9%。2、女

性犯罪的趋财性不及男性，但具有较强烈的报复性。男性犯罪人为“报复”而犯罪的比例为10.3%，女

性为“报复”而犯罪的比例则为18.3%。3、女性犯罪以共同犯罪为主。犯罪人属于共同犯罪的比例达到

了63.1%，单独犯罪的比例仅为36.9%。4、女性犯罪的暴力性弱于男性犯罪，仅占女性犯罪人的1

9.6%，主要表现为杀人、伤害、抢劫等犯罪。5、女性作案的难易程度呈明显的分化状态。如在问及

“你作案顺利吗？”时，男性犯罪人中回答“很顺利”的比例仅为4.9%，而女性犯罪人中回答“很顺

利”的比例竟高达28.4%；但男性犯罪人中认为作案“很困难”的比例仅为4.4%，而女性犯罪人认为作

案“很困难”的比例则高达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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