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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设计预防犯罪的角度出发，以城市公共交通内的盗窃类犯罪预防为目标，提出城市公共

交通内财产型犯罪预防设计方法。方法 通过深入分析城市公共交通内盗窃犯罪的主体、客体、环境等

构成要素，以及城市公共交通内犯罪的特点，运用犯罪机会控制法和时空关联预防法进行分析研究。结

论 提出了针对城市公共交通内以盗窃为主的财产型犯罪预防设计方法，以西安市某路公交车为例，运

用提出的犯罪预防设计方法进行设计验证，为城市公共交通犯罪预防的设计和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

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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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pose the design method for prevention of property crime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ing crime prevention, and aiming at the prevention of theft 
crimes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subjects, objects, environment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theft crimes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es in ur-
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e crime opportunity control method and the space-time correlation prevention 
method were used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design method for property crime prevention regarding theft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was proposed. Taking the bus of a certain route in Xi'an as an example, the 
proposed crime prevention design method was used for design verification, which provided referential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crime prevention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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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是大多数人选择的环保出行方式

之一。由于公共交通具有路线长、人流量多、流动性

强，使其成为城市中犯罪率较高的场所之一[1]。研究

显示，公交车内是最易发生扒窃案件的场所（占比

27%），公交车扒窃案件发生的时间也集中在了上班

时段（8 点至 12 点、14 点至 18 点，占比 45.4%[2—3]）。

在国内，对公共交通内财产型犯罪的研究主要包括法

律上的定性量刑、作案手段和团伙作案分析等，较少

研究通过环境、设施等设计对公共交通内部财产型犯

罪预防问题[4]。通过对城市公共交通内的犯罪现状及

犯罪特点进行调查和分析，将情景预防犯罪的理论与

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设计预防犯罪的角度提出城市公

共交通内部盗窃等财产类犯罪预防设计方法，以有效

控制和阻止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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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城市公共交通的情景犯罪预防 

情景犯罪预防是指通过对某些高发犯罪案件的

情景管理、设计、调整，从而使犯罪收益减少，犯罪

难度增大，以此来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5]。情景犯罪

预防策略主要包括提高犯罪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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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8]。 

1.1  犯罪机会控制 

犯罪由 3 个要素构成，即犯罪目标、缺乏有效的

监管和犯罪人，被称为犯罪问题分析的三角架[6]。犯

罪机会控制主要从犯罪目标、犯罪主体和犯罪环境 3 
个方面进行犯罪预防，通过约束潜在犯罪人，消弭

犯罪目标、消除犯罪场景和消抵犯罪氛围 4 个方向

来对城市公共交通内的空间进行防控，见图 1[7]。 
结合犯罪机会控制和犯罪预防，针对城市公共交

通内财产型犯罪，提出以下策略：（1）针对犯罪目标，

采用消弭犯罪目标的方法，可以增强乘客自我保护意

识并提醒乘客主动改变物品放置方式；（2）针对犯罪

主体，减少其犯罪机会、增加犯罪难度以及增加犯罪

惩罚等方法；（3）针对犯罪环境，通过消除犯罪场景

和消抵犯罪氛围等方法，提高盲区防控水平，如增加

摄像监管和加大死角和盲区处的提醒力度来达到预

防犯罪的目的。 
 

 
 

图 1  犯罪机会控制 
Fig.1 Crime opportunity control 

 

1.2  时空关联预防 

为了预防公共交通内财产型犯罪的发生，需要找

出犯罪案件发生的时间空间规律[9]。传统的分析方法

往往是将时间和空间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导致解决

方案较为单一、效果大打折扣。本研究将时间和空间

的数据相结合，分析时间、空间的关联性，对公共交

通内的犯罪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找出公共交通内犯

罪的案发规律，并根据案发规律采取相应的预防措

施，从时空因素上预防犯罪的发生，见图 2。 
 

 
 

图 2  时空关联预防过程 
Fig.2 Process of space-time correlation prevention 

在对公共交通内犯罪进行时空关联规则下的犯

罪规律分析之前，需要对以往的犯罪案件数据中的时

间信息和空间位置信息进行提取。然后对案发路段和

时段进行分析，总结出某一条公共交通路线的犯罪案

件高发的地点和时间点。最后进行预防犯罪的策略部

署。同时考虑了犯罪案件的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能

够在犯罪预防的理论支撑下对其进行预防措施和警

力部署等工作，为其提供了更详细、更全面的犯罪规

律，也为犯罪预防的实践做了坚实的数据支持，从而

从源头降低犯罪率。 

2  城市公共交通内财产型犯罪预防设计方

法及策略 

在理性犯罪决策理论、犯罪机会控制理论、时空
关联规则的理论基础上，针对公交车内的犯罪问题提
出预防策略，构建公交车犯罪预防设计框架以及相应
的安全设计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城市公共交通内犯罪
预防设计框架，见图 3。 

1）从犯罪目标（普通乘客）角度设定的预防策
略：减少挑衅或者金钱、财物的外露等刺激犯罪的现
象。乘客需要对自身的财物进行“隐藏”或妥善保管。
主要采用的机会控制策略是消弭犯罪目标，来达到减
少犯罪刺激的目的。 

2）从犯罪主体（犯罪人）角度设定的预防策略：约

束潜在犯罪人，分别从减少犯罪机会、增加犯罪难度和

增加犯罪惩罚等 3 个方面出发，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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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公共交通内犯罪预防设计框架 
Fig.3 The design framework of crime prevention in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3）从犯罪环境角度设定的预防策略：通过对公

共交通内部有限空间的有效利用，采用消除犯罪场景

和消抵犯罪氛围的方法，消除容易滋生犯罪机会的盲

点和死角，增加摄像监管和盲区内的防控因子建设。 
4）时空关联犯罪预防策略：通过分析犯罪案件

发生的时间、空间规律并将时间和空间的数据相结

合，获取“时间—空间”的关联性，据此进行警力部

署的安排和采取主动预防策略，从源头降低犯罪率。 

3  设计案例及分析 

本研究中，以西安市财产型犯罪率较高的某路公

交车为例进行了设计实践及验证。主要包括车内报警

系统、监控镜面系统、手机防盗 APP 以及教化预防

系统，见图 4。 
安全系统的设计包括了犯罪前预防和犯罪实施

过程预防。针对犯罪前预防的安全系统设计包括教化

预防系统和手机防盗 APP 系统。犯罪实施过程预防

包括车内报警系统和公交车内镜面监控系统。以公交

车内报警系统、镜面系统、手机防盗 APP 为中心，

公交公司监控系统为技术支持，教化预防系统为补充。 

3.1  车内报警系统 

车内报警系统运用犯罪机会控制方法，针对犯罪

主体，运用了情境预防中的减少犯罪机会、增加犯罪

难度以及增加犯罪惩罚等预防策略。公交车内最易发

现扒窃的位置，见图 5 阴影区域。当乘客按下报警按

钮时，公交车内的监控系统会将车内录像发送至监控

中心，并在公交车内播放提示语音，对犯罪人进行震

慑和对被害人进行提醒和保护。 
 

 
 

图 4  公交车内安全系统构架 
Fig.4 Safety system architecture in the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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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公交车内部最易发现扒窃事件位置分布 
Fig.5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positions for the most easily 

found pickpocketing event in the bus 
 

3.2  镜面监控系统 

车内镜面监控系统运用犯罪机会控制方法，采用

了消除犯罪场景和消抵犯罪氛围等策略，通过增加盲

区的防控因子，增加摄像监管和加大死角和盲区处的

提醒力度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见图 6 和图 7。公

交车内乘客的最佳视线一般在水平方向 40°的范围

内，当乘客面对窗外时，自己的财物就不在视线中，

这样就会给犯罪人可乘之机。针对这一现象，解决的

方式就是尽可能增加车内乘客的视线范围。把监控镜

面布置在最易发生盗窃的几个重点位置，增加被盗窃

者和其他乘客的视线范围，减少视线死角，增加犯罪

人的犯罪难度。 
 

 
 

图 6  车厢过道处镜面系统图 
Fig.6 Mirror system of carriage aisle 

 

 
 

图 7  公交车后排座椅镜面系统 
Fig.7 Rear seat mirror system of bus 

 

3.3  手机防盗 APP 

手机防盗 APP 在查询公交到站时间及路线的基

本功能的基础上运用了时空关联预防犯罪法，通过对

以往公交车内犯罪案件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在 APP
查询公交路线之后，会显示出该路线中的案件高发路

段和时间段。在乘客坐车行驶到该路段时，弹出“防

盗模式”弹框并自动开启手机防盗模式，见图 8；当

手机改变此状态时，屏幕出现“输入解锁密码”的弹

框，用户需在 6 秒内正确输入解锁密码，否则手机将

发出报警声，见图 9。 
 

 
 

图 8  防盗模式开启提示界面 
Fig.8 Prompt interface of anti-theft mode turned on 

 

 
 

图 9  解锁界面 
Fig.9 Unlocking interface 

4  结语 

本研究以城市公共交通内高犯罪率的财产型犯

罪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的犯罪预

防方法，构建了针对城市公共交通财产型犯罪的安全

系统构架，并从车内安全报警系统、镜面系统和手机 
（下转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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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点，将游客的旅游体验行为与 APP 交互方式做

识别融合。在游客行为实施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完

成交互行为可以使手机作为导游设备的角色地位被

淡化。当游客忽略了手机的存在，便达成了理想的无

意识交互状态，也就实现了最为通畅、易用的使用体

验。无意识交互设计原则集中呈现了旅游 APP 的软

件易用之美，可以在旅游 APP 与目的地导览服务中

加大推行。 

5  结语 

随着旅游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服务

业和设计产业的融合成为未来趋势，鉴于手机的用户

数和使用频率，手机旅游 APP 必将成为旅游综合服

务最高效、最精准的结合方式，线上和线下的结合必

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现有的旅游产品策略和运营模

式。相关从业者，应该积极重视这一趋势，立足于现

有旅游资源，以服务设计和用户体验设计为切入点，

结合管理学、传播学等相关知识，通过学科交叉研究

与协同创新，打造高品质、高效率的对应旅游项目

APP，从而得以提升旅游业的服务与体验设计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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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 APP 系统以及犯罪教化预防系统等方面进行了

设计实践。为解决城市公共交通财产型犯罪这一较为

普遍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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