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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遵循理论思辨、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心理学、行为科学的角度，总结反侦查行为
的形成与预防、识别、利用问题，归整我国发生的各种反侦查案例及侦破方案，概括其中蕴涵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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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影响其形式变化的主要因素　　趋利避害心理是作案人动机冲突的重要表
现形式，它决定了在犯罪案件中必然出现反侦查行为。
而作案人究竞选择何种具体的反侦查行为，还要受到存在于主体自身的内在因素与存在于主体周围的
外在因素的影响。
反侦查行为的形成过程是主体内外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有些因素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些因素对于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既非必然的，也非必要的；但
是它们对于作案人采取何种反侦查行为、如何采取反侦查行为，却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
简言之，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能决定反侦查行为的产生和变化，只是决定反侦查行为具体形式的差异。
　　这些影响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形式变化的因素，可简称为反侦查行为形成的相关因素。
以下简要分述之：　　（一）主体因素　　影响反侦查行为形成中形式变化的主体因素很多，主要包
括作案人的性别、年龄、智能、知识、习惯等。
　　1.性别　　男女性别的差异，决定了个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不同，从而导致作案人在实施反侦查
行为时有所差异。
在生理方面，较男性而言，女性一般身材相对矮小，骨骼细小，皮下脂肪较多，肌肉系统不发达，天
生缺乏体力，不适应做重型的体力活；在心理方面，较男性而言，女性天生缺乏勇气，感情细腻丰富
，多思善疑，办事机械认真，对后果考虑较多，遇事比较冷静，不会轻举妄动，草率行事。
因此，在作案时女性趋利避害心理更突出，防御心理比较突出，更需要实施反侦查行为；其反侦查行
为极少临时起意，而多蓄谋已久，对犯罪和反侦查的细节均有策划，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
备的过程；反侦查行为手段丰富多样，尤以“软性”即非暴力手段为多；反侦查很少单一出现，而是
多管齐下，在犯罪现场、犯罪前后阶段都有反侦查行为相照应。
　　2.年龄　　作案人按年龄差异可分为青少年（一般11岁～25岁）、中年（一般26岁～55岁）和老年
（一般56岁以上），不同年龄阶段的作案人其生理、心理特点和社会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其实施反侦
查行为也表现出差异。
青少年作案多缺乏预谋，缺少反侦查行为，即使实施反侦查行为也往往主要是模仿他人，因此行为动
作粗糙，破绽较多，并且种类单调，数量有限，多局限在犯罪现场上；中年人作案多同时伴有反侦查
行为，其反侦查行为中注入了知识、经验和智力各种因素，因此措施得力，水平较高，不易识别和防
范；老年人作案力不从心，但经验丰富，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反差能促使其制订严密计划，隐蔽地实施
反侦查行为，“软性”反侦查较多。
　　3.智能　　智能是影响活动效果的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它是思维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等多
种因素的综合体。
一般来说，智能有障碍的人不会实施反侦查行为；智能较低的人也不懂得作案中的防卫，缺乏反侦查
表现，或者反侦查行为单一，缺乏隐蔽性，局限于犯罪现场的某一部位，手段相对肤浅和暴露；智能
较高的人作案，对反侦查行为有充分的考虑、详细的计划，反侦查行为的实施能紧密配合作案行为，
活动隐蔽，水平较高，不易被识别；智能优异的人作案，反侦查水平极高，其罪证往往消灭殆尽，侦
查工作难有进展，更有甚者借助高科技实施所谓智能犯罪。
无论智能高低如何，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手段，基本上与其智能水平相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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