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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的領域確實有其解不透的法則，
好像，80%的犯罪行為是由 20%的人所做。
這些「犯罪潛規則」，你相信嗎？

Chapter 

02 
犯罪 
潛規則

01  初犯、累犯、慣犯
犯罪領域也有「二八法則」嗎？

為甚麼有些人容易重複犯罪？我們要講解犯罪心理學中的「二八法
則」，意思是再犯情況的嚴峻性——80%的犯罪是由 20%的人做的。
初犯、累犯或是慣犯的心理有甚麼不同？為甚麼有些犯罪人只會犯一
次罪，而有些則會再犯？

首先，要知道初犯、累犯和慣犯這三個詞的意思：「初犯」指的是，第
一次犯罪；「累犯」指的是根據刑法被判刑後在規定的幾年內再次犯
罪；「慣犯」是對犯罪當事人的一種描述，即反覆作同類犯罪行為，已
經形成了習慣，很難改掉，而三者在心理上的分別是很大的。

初犯的心理特徵

初犯的心理容易理解，總結為三個詞：矛盾、膚淺、僥倖。矛盾指的
就是當事人在初次犯罪前，會在行動手法和犯罪方法之間反覆考慮，
比如，他犯罪的需求很強烈，但是手法很有限，這時他會猶豫要不要
通過犯罪手法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這就引起初犯的第二個特點——膚淺。初犯對於很多事物的理解是膚
淺或者說是粗淺的。如涉及法律規定，做出某一行為，會受到怎樣的
刑罰、會有怎樣的後果，他們並不太清楚。

而許多初犯被捕後都會表示自己並不知道其行為會得到的刑罰居然這
麼重，表示很後悔。此外，初犯者對金錢的定位有偏差，對誘惑的抵
抗力亦很差等。

犯罪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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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初犯在犯罪前已經考慮很多，為甚麼還會去犯罪呢？這就涉及初
犯的第三個心理特點——僥倖，就是賭「你捉不到我」。其實，犯罪
後漏網的機率非常小，但是因為對犯罪人來說，犯罪帶來的經濟利益
太大，加上膚淺，他們就想賭一把。事實上，他們絕大多數都會賭
輸，被警察逮捕。

累犯的心理特徵

「賭」輸了就被判刑，改造之後再出來；出來還沒安定多久，就又犯
罪。這是為了甚麼？累犯的心理特點也可以用幾個詞來概括：貪婪、
報復、交往、謹慎、合理化。

累犯的貪婪，指的是監獄改造都未能讓他們的物慾回到正常水平，或
者因被關起來一段時間，憋得太久，一出獄就脫韁。對於累犯來說，
他們的報復心理其實是對社會的報復，主要是源於對權力的不滿、對
自己遭遇的錯誤認知，以及對環境的抵觸。至於交往，指的是累犯在
改造之後，就被貼上「你有前科」的標籤，而這正促使他們在出獄後，
難以交到好朋友，反而容易融入同樣「有前科」的人群，交往不良的
可能性自然會變大。

累犯很謹慎，原因是他們被捕過一次，有過切身的經歷，比較清楚被
捕的後果，所以他們在作案時會比初犯謹慎很多。合理化方面，指的
是他們覺得既然自己已經被捕起來，懲罰完了，也體會過了，可能很
多人還覺得自己被虧待了，其心理狀態已經產生扭曲，覺得再犯法也
是合理的。

慣犯的心理特徵

慣犯是犯罪人的一種狀態，指的是控制不住自己，就是想犯罪的心理
狀態。聽來好像無藥可救？慣犯的治療難度確實很大。那慣犯在心理
上有甚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嗎？有！主要是性格和心態方面的不同。

慣犯的問題是，犯罪已經成為他們的生活狀態。他們的心態是平和、
穩定，對於犯罪，多數沒有緊張，甚至還有點期待；當犯罪了後，他
們還可以若無其事地離開。他們犯罪之前，不用甚麼思想考量，因為
已經習慣。

性格方面，他們通常比較內向、孤僻、憂鬱，不愛與人溝通；沒有甚
麼同情心，比較冷漠。還要強調一點，就是慣犯的犯罪技能很嫺熟。
因為經常犯罪，作案技法已經熟練，對社會的危害性亦相對大。

出現再犯的根本原因

為甚麼有些人只犯一次罪，被釋放後還不重新生活，還要再一次犯罪
呢？要知道，未成年人的再犯率比成年人高，所以要多關注未成年人
的教育和行為問題，因為第一次違法犯罪年齡愈小，再犯的可能性就
會愈大，矯治難度也就愈大。

出獄後得不到足夠社會支援

對有犯過罪的人來說，他們在回歸社會之後，需要很多支持，無論是
家人、朋友，還是社會層面，都應該給他們提供充足的重新生活和心
理建設上的支持。但是現實往往是，家人可能不聯繫了；以前的朋友
變成陌路，他們只能和自己一樣被標籤的人交往，沒有實際有效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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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樣「有前科」的人很容易就會覺得「反正我都這樣了，也沒辦
法正常生活下去，爛命一條，那不如我照着做老本行好了」。

被貼上負面標籤

有人會覺得「有前科」是一個負面並足以完全否定一個人的標籤。確
實，這個標籤對很小部分的出獄者來說，可能是貼得對，但是大多數
的初犯實際上是由各種非故意的原因而去犯罪。若任意給他們貼上負
面標籤，反而會讓部分出獄者失去改過自新的機會和信心。

監獄改造不足帶來問題

如果一個人太早開始犯罪生涯，那改造的難度就很大。在沒有充分接
受改造的情況下，刑期到了，也必須出獄。這樣一來，出獄後，再犯
的可能性也會較大。

應對方法

在知道但是沒有必要接觸的情況下，不去主動接觸他們；如果是親
戚、朋友、鄰居等，建議以平常心對待，避免因為「有前科」這標籤
而表現出不同態度，他們是很敏感的。當然，如果你有能力給他們一
些支持，那麼不論是對你自己，還是對出獄者都是有用的。

反思

關於減少再犯機率的措施，對於整個社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社
會不可能完全消除罪案，但是我們確實有可能改變「二八法則」。

02  模仿效應
為甚麼連環殺手也會有人模仿？

說到模仿，你會想起甚麼？2013 年，一個孩子模仿某動畫片內的片
段燒傷兩個兄弟；2016 年，一個孩子因為模仿超人飛行而從 18 樓墜
落……這些都源自模仿效應，無論是成年人還是孩子，無論模仿的是
好還是壞，對「榜樣」的模仿在人類社會一直存在，並且模仿會在生
活的方方面面影響我們，而模仿的對象當然也包括犯罪。

社會學習理論

著名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指出，人類的學
習是個人與所處的社會環境持續交互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人類的
行為大都經由學習而來，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在不知不覺地模仿他
人的行為。

這個理論的核心，就是人類的很大部分行為來源於模仿。在社會情境

中，個體的行為會受到別人的行為影響然後發生改變，而這種影響，

就是你在別人面前展現出來的那個行為。

到底甚麼是模仿？舉例說，你隨手亂拋垃圾，且在孩子面前沒有避
諱，那孩子在看到你拋垃圾時，就覺得亂拋垃圾這事你都做了，那他
也可以照做。孩子認為你就是權威，你是他可以模仿的對象，當中包
含兩個過程，一個是孩子看到你隨手拋垃圾，這是學習的過程；另一
個是孩子自己也亂拋垃圾，這個是學習，然後轉化出來的過程。學
習、轉化，這兩個過程合起來就是模仿。此外，每個人在模仿前都會
先選擇對象。常見的模仿對象包括父母、教師、朋友中自己覺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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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善意是好東西嗎？
別以為某些心理質素是絕對的可貴。
在犯罪現場，受害人某些心理特質卻讓人無法理解！

Chapter 

04
心理與 
犯罪關係

01  忍耐心理
別人都動手傷害你了，你怎麼還不好意思反抗？

我們會聽到老一輩經常說，忍耐是一種可貴的品質。在生活的某方
面，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對遭受到犯罪行為傷害的一些受害人來
說，他們的忍耐心理卻顯得讓人無法理解。

現象分析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面對很多涉及公平的問題。很多受害人選
擇忍耐，其實是因為擔心事情得不到公正的處理，而這種顧慮並不是
沒有道理的。

忍耐心理一般出現在具有相對隱秘性的犯罪行為中，
如入屋盜竊、親密關係暴力犯罪、性騷擾，甚至是性犯罪。這種
類型相對隱秘的犯罪行為又分為有社會關係基礎的隱秘性犯罪和
沒有社會關係基礎的隱秘性犯罪兩種。

調查：日本職場女性如何看待「職權騷擾」

某一年 5月，《日本經濟新聞》做了一個針對日本職場性暗示和性騷擾
的應對方式的調查，只圍繞一個普遍應對心理展開，就是忍耐。為甚
麼受害人會產生忍耐心理呢？

先來看看這個社會調查的數據：日本厚生勞動省針對 1,000 名日本職
業女性進行的一項「職權騷擾」調查顯示，有超過 60% 的日本女白
領，在職場上遭受到性騷擾或者是性暗示時選擇了忍耐，只有 18.4%

注意 !

心理與犯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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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會當場向當事人提出抗議或明確表示不喜歡這樣的方式。此外，
大多數選擇忍耐的人的理由是擔心工作會受到影響。有 42.5% 的女性
在職場上有被性騷擾或性暗示的經驗，在對方是公司內部人員的情形
下，有 61.3% 的人選擇忍耐；對方是公司外部有業務聯繫的人員時，
有 67.7%的人選擇忍耐。

產生忍耐心理的原因

‧在有社會關係基礎存在的前提下，選擇忍耐的原因是擔心說
出來後社會關係會受到影響，如工作難以做下去，或是沒有
辦法繼續做朋友。

‧在有社會關係基礎存在的情況下，犯罪人和受害人一般都存
在利益上的牽連，所以受害人擔心說出來後，自己反而沒有
辦法控制事情的發展。

‧受害人認為自己即使說出來，問題也不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說出來也沒有改變

這項在日本的社會調查裏，只有 17.6% 選擇說出來的受害人表示，說
出來之後，問題確實得到有效的解決；有 28.6% 的人表示，說出來沒
有用，因為情況並沒有任何的改善；另外還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說
出來之後情況是有改變的，但是改變真的不大。既然說出來沒有甚麼
正面的結果，或會有很大的機會破壞現有的一些利益，那不如選擇忍
耐好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也許和日本的社會形態有關，換個地方就會不一

樣嗎？正如前文提及的親密關係暴力的問題，現實的情況大多是，你
和別人說了，問題不一定能夠得到解決。其實這個問題報警也不一定

能夠得到有效解決，而且基於這種社會關係基礎，很多人會覺得說出

來，解決得了最好，若解決不了，那問題會更加惡劣。

對於不具有社會關係基礎的隱秘性犯罪，如入屋盜竊和一些性犯罪，
受害人很多時都會表現出忍耐心理，身邊人也不太能理解他們的一些
表現。其實，當你真正經歷過那樣的情境，也許就會明白為甚麼會有
忍耐心理的產生。

趨利避害的選擇

在相對隱秘的犯罪行為中，受害人和公開犯罪行為的受害人的分別
是，公開犯罪行為的受害人會選擇逃跑、大叫、反擊等方法來反抗，
而大多數的相對隱秘的犯罪行為的受害人，在受害當下都不會選擇這
些行為，而是選擇忍耐，也就是基於犯罪人和自己實力的一種預測判
斷帶來的忍耐。

忍耐心理中包含一種預測判斷，就是相對隱秘犯罪行為的受害人在受
害當下會預測犯罪人的行為並思考雙方實力的差距，由於是隱秘性的
犯罪行為，如入屋盜竊或是性暗示和騷擾，它是有一個過程，所以不
會像公開犯罪行為那樣突然發生，讓你來不及思考或判斷的過程較
短。受害人在預測之後，如果覺得和對方的實力差距太大，自己反抗
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那就會選擇忍耐，後續再報警處理的模式。

如果預測反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之後，還在受害當下
貿然做出一些行為，可能會刺激到犯罪人，受害人有可能陷入更
大的危險之中。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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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方法

如果遇到危險，受害人已經有忍耐心理，該怎樣辦？首先，在有社會

關係基礎的前提下，要清楚認識到，這段關係對你實際的意義和價值
所在，你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權衡，它帶給你的好處多還是困擾多。一
旦一個社會關係出現了問題，這種社會關係就成為垃圾社會關係。它
還有用嗎？你需要認真考慮。在這個問題得到明確的答案之後，忍耐
的心理可能就會從你的意識層面減弱一點。

其次，如果你選擇繼續忍耐，就需要認識到另一個問題：自己因為忍
耐而產生的負面情緒一定要找到一個發洩的渠道。每個人找到的發洩
渠道都不同，可能有些人會找專業人士去訴說，尋求專業的幫助；有
些人會跟親戚朋友訴說，尋求他們的安慰，渠道各有不同。

謹記，一旦遇到危險，盡量不要去忍耐，在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你可

以站在不忍耐的前線。

02  虛榮心理
是甚麼讓女大學生甘願選擇裸貸？

現象分析

有說，「酒足飯飽的虛榮是善意的，饑腸轆轆的虛榮是惡意的。」說
起虛榮心理，你最容易聯想到甚麼？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理，想方
設法得到錢從而進行高消費？你會否想起一度造成很大影響的裸貸事
件，或者是很多年前的脅迫少女賣淫的事件呢？可能有人會提出言

論：這些受害人都是因為虛榮，所以活該成為犯罪受害人，他們不值
得同情。其實這種「受害人責任論」真的要不得！

需要強調，無論受害人是否因為虛榮成為受害人，我們都不應該指責
這種心理狀態，甚至是譴責受害人，把責任推到受害人身上，而是應
該更多地關注他們的狀態，看他們是否需要某種形式的幫助，同時給
犯罪人相應的懲處。

起初動機並非滿足虛榮

我們先來看看這些受害人是否真的都是因為虛榮心理而甘願把自己出
賣。比如，在之前發生過的裸貸資料洩露事件中，洩露的 10G 大小
的資料裏，涉及的受害人大概有 160 人。根據調查，大部分的受害人
都是被騙之後才拍下自己的隱私照片。多數受害人分佈在三、四線城
市，鄉鎮與農村地區佔了大部分。

這班女大學生初始貸款的原因並不是滿足虛榮的高消費需求，有些僅
僅是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已。但是這些貸款人，都忽略了這個騙案
的利息有多瘋狂，所以出現了借了還不起的情況，也不敢和家人說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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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犯罪相關的電影，你或許會想到有《七宗罪》、
《魔警》等，雖然電影的情節和真實案件未必完全一樣，
但角色細膩的演出，多少反映了罪犯的心路歷程。

電影角色
犯罪心理
分析

附錄

附錄 

01  連環殺人
水牛比爾為何要殺人剝皮？

說起連環殺人，有一部電影不得不提，就是《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但是我們不談食人魔湯漢斯，反而來
談一下「水牛比爾」。

電影中的野牛比爾行為的恐怖是有目共睹的，他犯下了多宗命案，死
者全部是女性；更恐怖的是，所有被他殺害的女性，都慘遭剝皮。為
了逮捕他，聯邦調查局（FBI）探員不得不去監獄找到精神病學專家同
時也是食人魔的湯漢斯做心理分析。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水牛
比爾」是一個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角色，而且還原度挺高，這個原型
就是艾德．蓋恩。

真實案例分析

1906 年 8 月的一天，艾德出生在美國的威斯康星州，他的媽媽奧古絲
塔在很多事上有着極端的思維；比如，只允許兒子去學校上學，而不
允許他交任何朋友，以及絕對禁止婚前性行為等等。

媽媽是思想病態的瘋子

艾德的媽媽被認為是一個思想病態的瘋子，她認為除了自己之外的所
有女人都是極度邪惡和危險，並從小就給兒子灌輸這樣的想法。她要
求孩子發誓將一直保持處男之身，艾德深受其影響，所以他從來沒有
和女性約會過，而且一直是處男。在艾德心中，母親擁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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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2 月 29 日，奧古絲塔因癌症逝世，艾德生命中唯一的女人離

開了他，當時已經 39 歲的艾德在情緒上受到強烈的衝擊，最大的表現
在於，他把母親的屍體留在她生前的睡房中，然後把睡房完全封死。

1957 年 11 月 16 日，雜貨店的店主帕妮絲失蹤，她的兒子報了警，
在警察詢問有甚麼可疑人士出現過的時候，店主的兒子說出艾德的名
字，因為前一天艾德來過店裏，問了一些很奇怪的問題，於是警方進
入艾德的房子。

接下來在這個農場木板房裏發生的事情，讓整個美國都震驚和恐懼。
警察首先在廚房發現了店主的屍體，然後在睡房發現店主的頭，還發
現了人皮做的燈罩和椅子、頭骨做的湯碗、被當作麵包來烤的人心、
嘴唇做成的頸鏈、臉皮和乳房做成的背心、乳頭做成的皮帶，以及著
名的木乃伊人皮面具。

對屍體的徹底「處理」

警方在艾德家中搜出了約 15具已被肢解而不能確認身份的女性屍體，
但艾德只承認其中的 8具屍體，他辯稱這些屍體全部都是自己從墓地挖
出來帶回家的。而案發前不久他剛剛挖出了一具中年女性的屍體並帶
回家，砍掉腦袋、挖空內臟倒吊在架子上，並用她的皮來做工藝品。

在深入的詢問下，艾德終於承認自己在 1954 年 12 月 8 日謀殺了一名
酒吧職員瑪麗。艾德在瑪麗的酒吧用槍把她打死，艾德說，他先把瑪
麗吊起來，自己喝了點酒，然後閉上眼向瑪麗射擊，射中了她的前額
和身軀，之後他將瑪麗的屍體拖到車上帶回農場。

除了這 10 具屍體，剩下的 5 具不能確認身份的女性屍體他並沒有交
代清楚，但是外界普遍認為這些女性應該都是死於艾德之手。此外，

他除了把這些屍體做成工藝品之外，還會把人皮剝下來做成衣服，並
在深夜穿着這些「衣服」在農場裏散步，假裝是自己的母親。

他以患有慢性精神障礙為抗辯理由，並沒有被處死或監禁。他被輾轉
送到精神衞生研究院渡過他的餘生，並於 1984 年因癌症而死，死後
被葬在其母親的旁邊。

心理特徵分析

首先，他們選擇被害人的時候有一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可能體現
為外貌特徵、性別、年齡範圍和犯罪手法等。像艾德的案例中，所有
被他殺害的人，以及他偷來的屍體，年齡都與他的母親去世時的年齡
相若，這就是相似性。

其次，犯罪時採用的手法多呈現出很殘忍的特點。連環殺人的犯罪人
可能是有一些精神問題的，行兇手法通常非常殘忍，自己更樂在其

中。再次，犯罪者有很強的計劃性，犯罪人並不是隨機選擇目標，並
不是臨時起念頭來犯罪。像艾德的案例中，在雜貨店店主受害的前一
天，艾德專門去了店裏，去詢問第二天店主的兒子要做甚麼，去不去
參加打獵，去多久等等。看上去是閒聊，實際上是在「取料」。這種
計劃還表現在我們前面談到的選擇目標的標準上。

最後，難以逮捕。由於連環殺人者行事比較謹慎，有一定的反偵查能
力，並且本身可能在與人交往溝通的過程中掩飾得非常好，不容易被
人察覺有異樣。好像是艾德，他在殺人之後第二天又回店幫忙，因為
他不太說話，看上去很老實，所以根本沒人懷疑他，要不是雜貨店店
主的兒子想起了案發前一天艾德的不尋常，警察可能依舊不會把懷疑
的目光投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