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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理論的啟示 

 

黃成榮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社會控制理論  

（Social Control Theory） 

• 社會控制理論的主要論調提出「社會聯繫」
（social bonds）與犯罪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 

• 個人與社會聯繫愈強，犯罪的機會愈少；相反地，
個人與社會聯繫愈弱，犯罪的機會愈大。 

• 社會聯繫其實是包括四個元素： 

– 「家庭聯繫」（family attachment） 

– 「學校/工作聯繫」（commitment） 

– 「傳統活動聯繫」（conventional involvement）及 

– 「信念」（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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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交往理論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 所謂不良友伴之影響，其實是來自「差異
交往理論」的觀點。 

• 一般的說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 此理論指出人類犯罪行為是透過學習得來
的，人們愈多接觸不良友伴愈容易習染越
軌價值觀，也會學習不良友伴之越軌行為，
犯罪的機會也愈大。 

迷亂理論 

( Anomie Theory）  

• 每個人都會以金錢、名利及地位等作為社會認同
的目標，若不能循正途達到目標，便可能會產生
迷亂心理，脫離正途，採取不合法途徑達致此目
標。 

• 一旦墮入「迷亂」狀態的人士，表面上仍是理智、
深藏不露。 

• 後果有兩個可能，一是自殺，另一種是找其他途
徑達至所謂「成功」，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便是
「賺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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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決擇理論 

（Rational-choice Theory）  

• 這理論主要強調人是全然理性的，每個決
擇其實都是個人經過心思熟慮的結果。 

• 人類在從事犯罪行為，例如偷竊或搶劫，
都是經過慎密的思想及周詳的考慮才會下
手，因為理性決擇是包含了成本效益的計
算（cost-benefit analysis）。 

標籤理論 

(Labelling Theory) 

• 不少人因為被負面標籤(negative labelling)而
產生犯罪動機。 

• 有些人會則因被負面標籤而對權威人士失望而
想作報復，出現犯罪行為。 

• 另一些人因持續被負面標籤而導至自尊心受損，
在這情況下，有人會向一些感同身受的朋友找
尋共鳴，於是與有相似的人來往，甚或加入群
黨，出現及延續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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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擊犯罪行為 

Combating Crimes 

壓制策略  

(Suppression) 

• 壓制策略泛指執法機構包括警察、司法機
關採取嚴厲打擊的手法去處之。 

• 常見的手法包括加強巡邏、圍捕、及採用
臥底探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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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介入策略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 有關社會福利機構可運用治療活動及服務，
例如個人及小組輔導、危機介入手法、朋
輩支援及調解技巧等，向有需要者提供幫
助。  

機會提供策略  

Opportunity Provision 

• 由於社區資源缺乏、當人缺乏就學或就業
機會而又欠缺支援時，便有可能出現迷失，
挺而走險。 

• 一些改善社區資源的計劃及工作是可助人
重新建立聯繫，無需尋找不法途徑去求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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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犯罪 

Preventing Crime 

• 犯罪的三個重要元素(criminogenic elements)： 
– 有動機的犯罪者 (a motivated offender) 

– 有合適的下手對象或目標 (a suitable target) 

– 在現場缺乏有能力的監控者 (in lack of monitor) 

 

• 防止罪案發生的兩大方向： 
– 嘗試減少有動機的犯罪者  

     (decreasing motivated offenders) 

– 使意圖犯罪的難於犯罪 

     (making crime more difficult to commit) 

 

 

正確介入的重要性  

• 提升自尊，重拾掌管人生前途的希望； 

• 重建人生目標，不受不良人或物之影響； 

• 改善終身學習之能力及技巧； 

• 管理個人情緒及憤怒； 

• 法制知識提升及明辯個人行為之後果； 

• 同理心的訓練(提升凡事也想想別人的境況)； 

• 與家人及社區關係復和，重拾親情之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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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和理論 

(Restorative Theory) 

• 犯罪或衝突是由多方因素引起的問題 

• 人際關係永久破裂將使問題惡化 

• 調解可讓雙方真誠交流，是解決的出路 

• 犯事者要學習知恥 

• 受害者要學習寬恕 

• 復和關係是代表回復本來的狀態 

• 犯事者被接納而重過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