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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下的挑战：如何有效预防和减少老年人犯罪
尤桂峰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市，300000；

摘要：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群体不断壮大，老年人犯罪率呈大幅上升趋势，老年人违法

犯罪问题日趋严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文章通过集中梳理、归纳 2023 年以来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犯罪案件，

深入分析近两年老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的主要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而提出预防老年人违法犯罪的科学、合理、可

行的针对性措施，以期缓解老年人违法犯罪持续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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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全国人口从年龄结构上看，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 19064 万人，

占 13.50%)，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自 2010 年以来上升

了 5.44 个百分点。[1]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年满 60

周岁的人，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被确定为老年人；老年人

的年龄起点标准是 60 周岁，这也是《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 2条规定的。虽然距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经

过去了四年，最新的普查数据还没有公布，但结合近几

年我国新生儿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可以预见，与第七次人

口普查时相比，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更深了。伴随着我

国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增加，以及逐年上升的老年人犯

罪，使得老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变得不可忽视。

作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关键词“老年人犯罪”

进行检索，将裁判日期设定为 2023 年 1 月 1日至今，

案件类型设定为刑事案件，文书类型设定为裁判文书，

最终检索到 93 份裁判文书，均来源于全国各地法院自

2023年 1月 1日至今年上传的案件，这些裁判文书均为

我国传统的“老年人犯罪”案件。样本量大，资料比较

齐全、准确，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我国近两年发生的老

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

1 我国老年犯罪呈现基本特征

从作案主体的性别来看，样本信息统计显示，老年

男性作案比例高达 89%，而老年女性作案比例仅为 11%

左右，所以在老年犯罪中男性是主要作案人群的特征可

见一斑。

从作案主体年龄看，93 个老年人作案样本中，70

岁以下的老年人约占七成，70岁及以上仅占三成。这也

反映了 70 岁以上的人由于年事已高，体力不支，作案

较少。

从犯罪主体的长期居住地的区域来看，农村和城市

的老年人犯罪比例没有明显的差距，这说明农村和城市

两个不同区域的生活环境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影响并没

有显著差异。

从犯罪主体的文化层次上看，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从样本统计数据看，整个样本中，高中以下犯罪的老年

人比例达到 90%以上，而只有不到 10%的人文化程度在

高中以上，大专以上的更是屈指可数。由此也可以看出，

老年人文化水平的高低是其是否从事违法犯罪的一个

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犯罪主体是否具有稳定工作来看，从事违法犯罪

的老年人在是否具有稳定工作这个维度上显示出较大

的差异性。没有稳定工作或者务农的比例高达90%，而

具有稳定工作，正常退休，有稳定退休工资的老年人群

体只占到 10%。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退休就代表着有稳

定的收入，自身和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好；而没有稳定

工作或者务农的老年人经济状况必然不乐观，由此可见，

经济状况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从犯罪主体有无前科来看，有前科又从事违法犯罪

的老年人占比为 60%左右，无前科、首次从事犯罪活动

的老年人占比约为40%。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对于刑满释

放人员回归社会以后的再教育、再改造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老年人犯罪类型看，老年人既有暴力型犯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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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乎涵盖全部犯罪形态的非暴力型犯罪，既有伤身之

罪，也有伤财之罪，但其倾向性却昭然若揭。从整个样

本的统计结果来看，占比最高的是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

二者的比例都达到了18%以上；其次是危险驾驶罪，占

比相较于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略低，但也达到了 10%以

上，远高于其他犯罪类型。其他罪名还有交通肇事罪、

滥伐林木罪、诈骗罪、失火罪、袭警罪、开设赌场罪、

非法行医罪等。总的来看，老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盗窃、

故意伤害和危险驾驶三个犯罪类型上，这对于我们分析

老年人犯罪的成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老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文化层次有限，法制意识淡薄。我们的数据已经清

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根据我们对调查资料的分析，造成

老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程度不高。我国老

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在此不

过多赘述。文化水平不高，导致在与人发生矛盾纠纷时，

很少用法治思维来应对，而是凭着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当

地的传统习俗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还抱着一种期待通

过家族势力解决纠纷的想法，用武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导致小纠纷或演变成大案要案。

部分老年人生活困难及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从我

们的样本数据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从事违法犯罪的老

年人都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正常的退休工资，加上年

龄偏大，无法从事生产劳动从而获取收入，同时，我们

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不够完善，每个月一

两百元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显然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

求，可以想象这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而从

我们在样本中统计的犯罪类型来看，盗窃罪占比是最高

的，而盗窃罪是典型的财产性犯罪，是以非法窃取他人

财务为目的，由此也印证了部分老年人生活困难及社会

保障机制不健全是导致老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

对法律的敬畏感和法律知识欠缺。从选取的样本案

例来看，在犯罪类型上，包括滥伐林木罪、袭警罪、失

火罪、妨害公务罪等一些并不十分常见的罪名，由于并

不普遍，因此一般人对这些犯罪行为缺乏基本的认识，

更没有意识到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自

认为是合法的。由此可见，造成部分老年人走上犯罪道

路，法律知识的欠缺也是影响因素，这一点不容忽视。

同时，危险驾驶罪12起，占到整个样本比例的 13%左右，

在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排在第三位，占比也是非常高的。

而危险驾驶罪，则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情节恶劣，醉

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案例中所有的危

险驾驶罪都只有醉酒驾驶机动车上路这种行为方式，基

本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醉酒驾驶机动车上路是违法犯罪

行为，只能说明这部分老年人存在侥幸心理，对法律缺

乏起码的敬畏心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一些

老年人来说，这种对法律缺乏敬畏的心理也是造成犯罪

的诱因。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不够完善，老年人维权途径相对

单一。以前，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主要依靠传统社会

中的礼俗习惯，由德高望重的长辈裁决或自己解决。随

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原有社会经济基础发生重大

变化、传统礼俗秩序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市场经济逐渐

向基层社会渗透，家族化的解决机制受到挑战，尽管传

统的矛盾解决机制还没有完全被取代，但基层社会已经

开始探索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矛盾纠纷。正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基层社会面临着传统化解机制失效、司法解决机

制不健全的尴尬局面，基层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

依然存在，基层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尚未彻底转变。

在故意伤害罪的案例当中，大部分都是由于彼此之间的

矛盾而引发的，或者家庭矛盾，或者邻里矛盾。在老年

人权利受到侵害后，尽管多方努力化解纠纷的情况较为

普遍，但仍有不少案件最终因调解未果而不了了之，造

成大量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一些老年人因权益受到损

害而发生纠纷、发生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基层

矛盾化解机制不健全、老年人维权渠道单一是导致一些

老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

老年人谅解制度对老年人犯罪也有可能起到促进

作用。我国自古以来就保留着宽恕老人的制度，早在西

周时期就有了著名的三赦制度，这种宽恕老人的规定一

直延续到唐代的《唐律疏议》以及后续历代的法规中。

[2]
针对老年人犯罪的刑事宽恕制度，我国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正式入法。审判时，

对年龄超过七十五岁者，一律不得适用死刑。对有故意

作案行为的，可酌情从轻发落；对过失犯罪的，酌情考

虑给予轻判。老年人宽恕制度有其优越性，但结合近年

来网络上屡屡曝光的老年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宽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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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部分老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无论是跌倒老人讹诈好心帮扶的人，还是男性老

人在景区公然性骚扰少女，亦或是发生在北京地铁上男

性老人在公共场所公然猥亵不肯让座女大学生，无不把

部分老年人有恃无恐的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部分老年

人正是借助自身的年龄优势和法律层面的宽宥制度光

明正大的实施不法甚至犯罪行为。

家庭缺乏温情，“孝”念淡薄。对老人来说，家庭

是老人的避风港，物质上、精神上、心理上都能给予老

人极大的支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出现了

严重的空巢化现象，由此造成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

危机。传统的“家庭式”构成，随着经济结构的重大转

型，正逐步向以父母、子女为核心的家庭转变，导致老

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也在逐步弱化，这种改变破坏

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伦理的等级观念。在物质文明高

速发展的当下，精神文明相对滞后，家庭传统的孝道日

渐式微，原本的“尊老爱老”观念逐渐演变为“尊小爱

小”，导致老人的需求得不到子女的关心和响应，甚至

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情况，虐待、殴打、遗弃老人的

事件时有发生，可能会让老人为了表达不满而采取极端

的方式。

3 应对老年人犯罪的措施

加大对老年群体的法制宣传力度。将法制宣传与广

场舞、老年乐队、健步走等相结合，让老年人在欢乐的

氛围中提升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将法制教育融入老年

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中，寓教于乐，最大限度地降低

老年人违法犯罪率。将老年人法制道德教育纳入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之中，完善老年人教育服务职能，切实

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

老的良好风气和浓厚的社会共识。

为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建立更加完善的社

会保障制度。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建立更加完善的老年

社会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养老、医疗等方

面日益突出的问题。大力推进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

度，在健全和完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

同时，普遍提高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完善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确保无赡养能

力的孤寡老人家庭、子女无赡养能力家庭和生活特困家

庭中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确保因生活困难造成

的老年人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甚至消除。

加大对刑满释放老年人的教育转化和安置帮教工

作，减少他们重新犯罪的几率。充分发挥行政、法律、

政策、社会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内外联动，共同做好

狱内改造和刑满释放安置帮教工作，通过“发挥家庭第

一道防线作用，基层组织调解作用，老年协会纽带作用，

多管齐下，多策并举”的方式，综合治理，使帮教工作

真正做到治标与治本两手抓。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帮教

制度建设，从各方面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帮扶，特别是

对农村孤寡老人和留守人员进行帮扶，使他们早日回归

社会，有效预防犯罪。

对宽宥制度进行分类细化。老年人宽宥制度无论是

古代还是现代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体现了对老年人的

尊重和关爱。同时如果不对犯罪类型、危害程度进行细

化，分类处理，而是一刀切，则可能误导一部分老年人

在犯罪的道路上有恃无恐。对于老年人宽宥制度，可以

采取“轻者宽，重者严”的标准进行分类处理。对于犯

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老年人犯罪行为可以采取比现

行标准更轻的处理措施；对于严重暴力犯罪、情节严重

或者危害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的老年人犯罪行为应当适

用成年人的一般刑法进行刑罚处罚。这样既可以救助偶

然犯错的老年人，也对“坏”老人进行有力的威慑。

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无论是从数

量上还是从比例上看，老年人犯罪都呈现明显上升的趋

势，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问题，

我国老年人犯罪更应引起重视。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个

人、家庭、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的立

意并非追求个案，而是在众多的个案中，对老年人犯罪

的成因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并对共性进行挖掘。为了

预防和降低老年人犯罪率，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加深的

社会老龄化挑战，提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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