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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情境预防犯罪理论在地铁治安中的应用 

翁 里 郑 蕾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拓展，流动人口剧增，城市化建设和道路交通拥堵等因素都 

迫使不少中国的大城市不得不向欧美国家学习，建造地面或地下轨道交通来适应新形势。地铁作 

为现代化都市中的特殊公共场所，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如何防控犯罪的问题。因此，借鉴情境 

预防犯罪理论及西方城市地铁治安管理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探讨如何合理设计地铁的可防卫 

空间，力求将地铁犯罪率降至最低，是当前城市地铁治安管理急需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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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城市化建设和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需要， 

近几年国内的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杭州等现代 

化都市，纷纷仿效西方国家的大城市着手建造并发展地下轨 

道交通。然而，地铁作为城市公共场所，具有人员和财物密 

集性、流动性强等特点，常常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理想地 

点。盗窃、抢劫、抢夺、强奸等犯罪在各国的地铁中屡见不 

鲜。面对地铁治安管理的特殊性，西方国家政府也想方设法 

组织警方及犯罪学专家来研讨对策。譬如原纽约市长朱利安 

尼为了降低地铁站里的犯罪率，曾让工作人员在地铁站里播 

放贝多芬的交响乐，试图以此减少犯罪人的犯意产生，然而 

实际收效却不尽如人意。 

为了有效控制并减少我国城市地铁犯罪，笔者认为有必 

要运用情境预防犯罪理论，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来改善地铁 

环境规划与空间设计。 
一

、 情境预防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情境预防犯罪的基础理论源自环境犯罪学理论。它从对 

犯罪原因的理解转移到对犯罪情景的理解，将犯罪当作是社 

会事件，进而提出通过防卫环境的设计管理，达到减少犯罪 

的目的。 

1972年，美国建筑师奥斯卡 ·纽曼 (Oscar·Newman) 

出版了 《可防卫空间：通过城市设计来预防犯罪》。该书开 

创了 “环境犯罪预防”的理论，提出可以通过 “目标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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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加强”、“城市设计”等方式来减少犯罪的机会。他提 

出两个新的观点：(1)所有的犯罪分子在作案之前均会权衡 

利弊，择有利于己者而行之。因此 ，只要制造作案的障碍 ， 

使弊大于利，犯罪分子就不敢动手。(2)犯罪行为的发生必 

须具备犯罪分子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犯罪对象两个方面，如果 

我们不能控制犯罪动机的话 ．何不控制犯罪对象。 

这个理论认为，现代城市环境给犯罪提供了机会，那么 

通过环境设计消除盲点，改变和消除有利于犯罪的条件和环 

境，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减少犯罪。这是一种具有较强应用 

性的犯罪预防方法。 

情境预防的基本方法包括：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 

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和排除犯罪借口。情境预 

防理论的实质即通过管理、设计等方式，建立一种特定的预 

防犯罪环境 ，通过减少犯罪的空间与机会而防范犯罪。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案例道出了建筑设计与犯罪之间的微 

妙关系。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伊特 ·艾格的住宅建设规 

划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这个曾被誉为现代小区样板的 

住宅小区，由于建筑构造上的一些问题而发生了大量的强 

奸、杀人、抢劫、人室盗窃等刑事案件。这个顶着建筑奖荣 

誉的工程却因其 “糟糕设计”而被使用者所抛弃，最后不得 

不被拆除。很多人认为，设计上的失败是导致这一住宅区无 

法存在下去的重要原因，这里的住户不能为自己划定半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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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半私用的场地，于是不能形成非正式社会监督网；楼梯间 

的建筑造型设计不利于大楼内的居民进行监督；社会相互作 

用消失，电梯、楼梯和过道相隔离，也不在人口处设立正式 

或非正式的监督，导致了非正式监督的彻底瓦解。由于无法 

制止这种自我破坏过程 ，住户不断地搬走 ，空宅被无家可归 

者和吸毒者利用，整个建筑破败了。 

由于经常遭受犯罪的侵害，当地居民决定由自己来实现 
一 项计划，稳定居民集体，震慑犯罪。市政府以减税为条 

件，让居民们对那几条街的清洁和照明负责。这些街道的一 

段被封闭，禁止车辆穿行和陌生人自由出人。人室窃贼往往 

选择那些容易进出的作案地点，而会去回避那些容易被作为 

陌生人来识别的街区。圣路易斯那儿条私人管理的街道监视 

严密 ，因为居民把街道视为 自己的，并且在街道的居住 区里 

形成了集体。如此一来陌生人的可疑行为就会被较早识破， 

从而使该居住区的犯罪率明显下降。 

正如纽曼说的那样：“既然我们不能抑制人们的犯罪动 

机 ，我们何不从犯罪的 目标与条件上去 限制犯 罪。”由于一 

个住宅区的物理特征，对于居住者和潜在的犯罪人都有着影 

响，因此通过环境设计 ，制造一种 良好 的 “防卫空 间”，可 

以有效地防止犯罪的发生。 

二、中外地铁治安管理之比较——以地铁反恐为例 

美国在 “9·11”受到重创后 ．加大 了对地铁 系统 的安 

全防范。美国国土安全部联合交通安全部在部分线路试点， 

撤除了列车进出门两旁的座位，安置了探测仪。当每个乘客 

经过时，仪器便会对通过的乘客进行探测，一旦探测到危险 

物品时就会发出警报。另外，在一些繁忙或重要的线路上， 

有专人手提便携式探测系统 ，对往来的乘客进行检测。美国 

还将微量物质探测器用于对爆炸物 品的防范上。在检票过程 

中，乘客的车票会经过一个特殊的微量物质仪器检验，一旦 

车票沾有炸药粉末 ，探测仪会立即报警。 

日本在 “9·l1”事件后，吸取美国的教训，加大了对 

地铁的监控 ，其在全部 168个地铁站设置了2000多台监控摄 

像机，就地铁系统内部的情况进行全面监控。 

英国的地铁应急体系分工明确 ，重视预防灾难 ，英 国政 

府不断制定和更新各种处置预案，组织应急演习，形成系统 

的应急方案。伦敦地铁发生连环爆炸案后的几小时，就实现 

了部分运营。我国的公安机关也应当建立地铁突发公共事件 

的详细工作预案，力求在发生事件后以最快速度启动应急预 

案，将损失降到最低，并且能迅速恢复地铁的正常运营。 

我国地铁的监视系统还很不完善，已有的监视系统主要 

是针对列车车门的监视 ，以防止挤压事件的发生 ，但是对于 

站台内的状况未作全面 的监视 。为 了检测 事故和危险 的发 

生，便于事后更好地破案，我国应当借鉴美国和日本的做 

法．加大监控力度和范围，并且根据 自身特点，设立有效的 

爆炸物品检测系统。 

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地铁安全保卫力量也比 

较薄弱，相应的装备也比较落后，应当加强各种安全设施建 

设，在硬件系统的安全保障上下功夫，并且不能忽略训练有 

素的人员配备。 

三、情境防控犯罪理论与改进地铁环境的设计 

将情境防控犯罪理论运用到改善我国城市地铁环境设计 

方面，要求地下轨道交通的建筑设计师应该结合各城市地铁 

线路的具体布局，合理设计地铁站的物理环境，尽可能消除 

犯罪死角，尽量创造不利于犯罪发生的可防卫空间。鉴于我 

国一些大城市目前正在兴建多条地铁线路，为此，笔者提出 

以下改善地铁环境空间设计举措，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更新设计理念 ，挖掘地铁运输潜力。缩短行车间 

隔，控制人流量 

地铁犯罪案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客流量过大。尤其 

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因候车的人太多，上下车时常会出现拥 

挤现象。这样的乘客拥挤环境，往往是盗窃等犯罪的良机， 

犯罪分子容易趁乱下手，得手后也十分容易隐匿和逃跑 。 

欲改善上述情形，除了加强警力外，还应该提高地铁列 

车的通过能力，让人们等待的时间相对缩短，以便加快乘客 

流动的速度，避免人员过分拥挤。 

我国 《地下铁道设计规范》明文规定：地下铁道线路远 

期的最大通过能力，每小时不应少于30对列车 (最小行车间 

隔为2分钟)。然而在各城市地铁设计中，都取规范规定的 

下限值30对／／J,时，所以在实际运营中．各城市地铁都未达 

到 2分钟的行车间隔。笔者以为这样的设计理念未免过于保 

守。 

虽然国内各城市地铁 目前要达到 40对／小时的运输能力 

还有一定难度 ，但规划设计远期地铁的运输能力 ，应该有超 

前的意识 ，促进国内各城市地铁 向高标 准方向靠近。从这一 

角度出发，我国地铁设计人员有必要更新设计观念，挖掘地 

铁系统中存在的巨大潜力，切实提高地铁运输能力，有效控 

制人流量。 

提高地铁运输能力的硬性指标，实质上是对地铁公司职 

工素质、运营管理水平以及车辆和设备性能提出的一项综合 

性要求。地铁管理部门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治安管 

理经验，同时重视公司内的经验总结和职工队伍的培训与管 

理，提高整个公司的运营管理水平和全体员工的素质。 

(二 )设计多个出入 口，合理设计地铁入 口和 出口的通 

道宽度 

地铁站出人口的增加将会有助于方便人们行走，既能及 

时缓解主通道上的人流压力，也能促使公共空间的有效利 

用。多个出入口，可以有效地缓解众多乘客在单一出入口发 

生拥堵踩踏、秩序混乱的危险，还能够减少犯罪者隐匿的机 

会，并可以增加受害人逃脱的可能性。 

地铁站出人口的通道宽度也应该根据预设的人流量来准 

备划定。过窄的通道会降低人流的速度，使通过过慢，形成 

人员滞留拥挤。然而过宽的通道也会使秩序混乱，容易形成 

一 哄而上的不 良现象。 

(三)安装监视摄像头，消除地铁的巡逻监控盲 区 

据美国 《侨报》报道，纽约市地铁站发生的犯罪案件逐 

年下降，正变得越来越安全，除了警方表现出色外，地铁站 

点增设的监视摄像头亦功不可没。因为 “这些摄像头对犯罪 

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对于此类国外地铁治安管理 

的成功经验，我国城市地铁站设计建造中应该大胆借鉴。当 

然这种监控设备的安装，不仅要确保摄像头的有效工作，而 

且还应当在大众媒体上宣传这些摄像头的监控作用，让那些 

有犯罪意图的人权衡利弊，不敢冒着被抓的危险而作案。 

(四)多设计出显性的视线轴，保持乘客通行的通畅性 

根据国外城市地铁站的建筑设计，柱体尽量采用圆柱 

73 



形，避免使用带梭角的方形柱。此外，地铁的视线轴如果过 

于曲折，会让使用者在地铁里感到危机四伏。而显性的视线 

轴是能够"iDk们对地铁内一目了然的。视线轴的设计要求地 

铁的各个部分都尽可能多地在被观测的角度。通道的视线要 

保证畅通无阻，尤其在拐角的地方，通道要保证通达性。 

如有可能，地铁站道路沿线还应设计鲜明突出的标志 

物。当人们沿着通道前进的时候，各类标志物就对人的运动 

起到引导作用，同时也就使人通过步行对这类标志物产生注 

意，从而有效地识舅噻周边环境，以免迷失方向。当然，醒目 

的标志应该与视线的通达性和通行的通畅性相结合。 

(五)地铁站内应保持充足的熙明 

充足的照明在犯罪预防的过程中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地 

铁死角的形成除了设计规划上的错误外，昼夜照明系统也起 

到重要的影响。地铁站的照明设计主要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地铁内的活动空间要保持充足的光线，防止出现照明死角； 

通道连接部分及出人口都应该有高亮度的照明；由于地铁需 

要24小时昼夜照明，因此尽可能安装节能灯泡，减少能源 

的浪费。 

用照明亮出具有通透性的地铁空间，减少暗处死角，这 

样就增加了对空间的自然监控，从而提高了人群活动的安全 

性，也可以从客观上降低犯罪的可能。 

(六)整个地铰区域要提供清晰的标识系统 

标识指示系统对犯罪预肪有很大的作用，它能够让使用 

者清楚明确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将要去的区域，使得整 

个区域处于一个被控制的状态。清晰的标志和地形图能增强 

领域感与安全感，能让使用者充分地信任该区域，从而有效 

地提高空间利用率。 

因此，元论是地铁站，抑或地铁轨道沿线，整个地铁区 

域都应该设计出清晰明确的指示系统：出入口处应该明确标 

出，包括地铁的换乘指示，让乘客明确 自己的方位和目的 

地；指示的字体和图案要用简洁易懂的符号和图象标识；中 

外文字与背景要有鲜明的对比，必要时应有灯光反射。 

(七)提高退逻密度。堆护监控设施，提供报警途径 

国内外的治安管理实践表明：地铁站的犯罪率高低，与 

当局配备的治安管理力量以及监控设备的多寡直接相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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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治安警力配置与公共区域使用度一般都成正比，地铁区 

域若能配备充足的巡逻警力，有利于扩大治安管理范围，提 

高行人乘客的安全感。虽然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地铁线路还在 

兴建之中，但是城市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在地铰正式运警之 

前，出台相关的政策，组建并墙训一支高素质的地铁交通警 

察队伍0 

新建的交通警察队伍 各级领导干部，可由该城市公安 

局从现有的交通治安警察、刑侦警察、铁路公安部门中调 

任。同时，建议普通的地铁交警可从近几年本市退伍复员军 

人中招聘；一是因为这些复员退伍老兵都具有高中毕业以上 

文凭，政治和文化素质符合担任地铁交警的基本条件；二是 

他们纪律性较强，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三是他们都是本地 

人，熟悉市区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可以解决复员军人的工 

作安置问题，人尽其材，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诚 

然，由于地铁治安管理具有特殊性，所以新聘用的地铁交警 

必须在上岗前到当地警察院校接受专门的教育与培训。 

然而，地铁治安管理状况的改善不仅意味着配备足够的 

警力，增加地铁区域的巡逻密度，还要考虑地铁站及其沿线 

的监控装置、报警系统的完善，以及快速到达安全区域的途 

径。公用电话应多设在各地铁站及地铁通道的两侧，并应经 

常维护，确保其能够正常使用，方便公民报警。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原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为了降低地铁站的犯罪率，让工作人员在地铁站播放贝多芬 

的交响曲，这种精神上的熏陶和愉悦也确实让地铁站的犯罪 

率下降了不少。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大城市的地铁交通必将与 

民众日常生活产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地铁内发生各种犯罪 

行为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笔者倡导我国城市地铁规|曩I应 

尽可能地借鉴国外地铁治安管理的成功经验，应用情境璜防 

犯罪理论，通过合理的环境设计创造出可防卫空同，消除地 

铁沿线的监控盲区，减少犯罪死角，大幅度提高犯罪难度、 

犯罪风险及犯罪成本，力图使不法分子的犯罪意念赡以实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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