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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城市犯罪率起伏极具典型意义。20世纪80—90年代，纽

约城市犯罪率呈现明显的起伏状态，这种现象与纽约城市经济发展的起伏状况十分吻合，可

以说，纽约经济发展状况与纽约城市犯罪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80年代纽约刚刚摆脱经济

危机，就业机会少、收入较低、生活贫困，促使城市犯罪率上升；90年代经济好转，持续123个

月的经济繁荣，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犯罪率显著下降。但经济状况与入室盗窃、汽车盗窃

等犯罪率关系较为明显，与谋杀、伤害等犯罪率关系不明显。探讨影响纽约犯罪率起伏的各

种经济因素，有助于加深关于美国城市史研究的整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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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问题研究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纽约犯罪活动频繁，从

团伙犯罪到黑手党案，给纽约城市社会造成深深

的不安。但 90年代以后，纽约社会治安迅速好

转，曾经令人担心的犯罪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纽约城市犯罪率起伏现象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

遍关注。他们有的从政府管理层面探讨城市犯

罪①，有的认为纽约犯罪率起伏与文化和人口有

关②；有的则论及毒品与犯罪率起伏存在因果关

① 高英东：《纽约成功遏止犯罪的启示》，《社会》2001年第1期；蔡红：《“零容忍”警务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探微》，《太原
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王世洲，刘淑珺：《“零容忍”政策探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黄豹，廖明
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零容忍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② 钱入深：《城市文化环境与纽约市的犯罪（1970—2001）》，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金娟：《论人口结构
与纽约城市犯罪问题（1980—2000）》，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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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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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P105-107）。上述研究都从某一侧面解释了纽约

犯罪率起伏的原因，但对纽约经济因素关注不

够。［2］

事实上，犯罪问题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

关。经典作家和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

题。恩格斯在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就

强调城市环境对工人的影响，认为恶劣的居住条

件是导致工人犯罪空前增长的主要的原因。［3］（P55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

变的”［4］（P488）。犯罪的起源是基于社会成员不平等

的经济关系。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

（Gary S. Becker）发表《罪与罚：一项经济学的研

究》一文，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

行为的分析上。他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对犯罪问

题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犯罪数量与定罪率、惩

罚力度、依法工作所得与非法活动可得的收入的

比较、逃脱被逮捕的机会等变量相关。［5］70年代

随着美国陷入滞胀危机，城市犯罪率增高。埃萨

克·埃利克（Isaac Ehrlich）认为，收入差距、劳动

力市场状况与犯罪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总体收入

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犯罪率。［6］这些观点后来

得到进一步强化。经济状况的变化、收入差距扩

大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的升高，进而可

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成为“新拉美病”。［7］中

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史也证明，经济发展对犯

罪的影响会通过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社会控制

等中介机制发生作用。［8］

就纽约市来说，经济状况的好坏、劳动力市

场状况、收入差距等与犯罪率起伏有着密切的关

联。纽约市从 1980年到 2004年的 20多年里，城

市犯罪率起伏和经济状况的变化相一致：在80年

代经济衰退时，城市犯罪率就节节攀升；而当 90

年代以后经济逐渐恢复并繁荣时，犯罪率就呈迅

速下降趋势。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呢？如果有关联，那么经济状况变化、财政投入、

收入差距、失业率等方面，又是怎样影响城市犯

罪率起伏的呢？

二、财政状况与纽约市犯罪率的起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革命的

发展，美国城市管理中科学技术成本逐年提高，

尤其在打击城市犯罪方面。无论是警务改革，还

是增加城市警力、监控设施、检测仪器等，都离不

开坚实的物力和财力基础。20世纪 70年代中

期，美国深陷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之中。

经济危机使一些大城市财政预算问题成了治理

犯罪的障碍，致使纽约等城市大量裁减执法人

员。因为财政危机，纽约解雇与减员的警察人数

从1970年的32 000人减少到1982年的22 000人

以下，减少了约三分之一。［9］ 1982年以后有所增

加，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警力增加幅度不大，到

1990年增加到了 25 200人左右。当时纽约市的

70个区中，有 16个区的侦探人员不到 12名。负

责控制纽约公共交通系统和公共住宅区中犯罪

的各警察单位，也有裁减人员的情况。

由于资金不足，从事忠告和教育的律师和社

工人员较少，只有十分之一的犯人在狱中能接受

工作训练。同时，财政困难造成监狱里管理条件

较差，牢房奇缺，设施陈旧，拥挤不堪。在这样的

环境中，犯罪分子滋长着暴力和吸毒现象，悔改

自新的机会很少。［10］（P85-86）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寄

希望于里根总统。但是里根政府所推行的裁减

预算运动，使他们所抱的希望趋于破灭。财政困

难造成警力不足，严重地削弱了警察打击犯罪的

力度。所以，80年代，纽约市警察局在打击犯罪

方面受到财力制约，以至于不能全力以赴根除犯

罪，留下许多隐患。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说：“现在有些警察局拒绝受理一些相对来说不

太重要的控诉，以便集中精力抓重大案件。以纽

约警察局为例，由于负担太重，很少派人到现场

勘查5000美元以下的盗窃案。”［10］（P87）

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在 80年代就开始

运用于打击犯罪工作中，尤其是在破获强奸、杀

人案中，但它却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警

察局无法提供 50~1000美元为每一宗强奸案中

DNA的有关物件进行检测和分析的费用，致使成

千上万含有DNA样本材料存放在警察局的库房

里长达10年没有检测”［11］（P63），导致一些强奸案侦

破错过了时效性。

财政危机造成警力不足、监狱条件简陋、检

测设施未能充分利用等情况，以至于对犯罪分子

教育缺失、打击不力，对犯罪分子威慑力不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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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活动

十分猖獗，尤其是暴力案件激增，1981年纽约市

犯罪总数达到725 846件，其中，暴力犯罪总数为

568 900件，无论犯罪总数，还是暴力犯罪，均为

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就谋杀来说，1985年以

后，纽约市谋杀数量逐年上升，1990年谋杀总数

达到 2262起，比高峰期的 1981年增加了 24%。

从1985年6月到1990年，谋杀率增加了63%。［9］

1991年以后，纽约市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

城市财政收入增加。以旅游业为例，从1991年至

2000年，来纽约旅行的游客持续增加，从 1991年

的 2279万人增加到 2000年的 3740万人，增加幅

度高达 64.1%，而游客的花费也从 1990年的 101

亿美元增加到 170 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约

68.3%。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宾馆业、餐饮业、娱

乐业、文化产业等服务行业的繁荣。①纽约市

GCP迅速增加，从 1991年的 2560亿美元增加到

2000年的 4470亿美元，十年间 GCP（Gross City

Production，即 城 市 生 产 总 值）就 增 加 了 约

42.7%。即使考虑到当年价和人口增长的因素，

纽约城市GCP的增长也是成就斐然。

纽约市经济增长使警察局财政预算大幅度

增加，2000年达到37亿美元［11］（PXI），为警察局打击

犯罪提供了物质保障。纽约市警察局利用财政

实力，进行警务改革，建立高效的计算机情报统

计系统（COMPSTAT）。［12］（P233-239）该系统运用地理

信息系统来绘制犯罪地图、侦查模式、危险的地

区。纽约警察局为分局长配备了最新式的电脑，

以便快速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绘制出谋杀、抢

劫、盗窃等犯罪地图，全市犯罪高发的“热点地

区”跃然图上。纽约东部地区的第75警区就是一

“热点地区”。1993年该警区发生 129起杀人案、

3152起抢劫案、1854起盗窃案、1474起袭击案，

还有约300个遭通缉的暴徒逃亡在这里。警察局

副局长杰克·马普尔运用计算机情报系统中的资

料，集中人力和资源来治理这个“热点地区”。到

1997年，该区的杀人案为35起，下降了约72.9%；

七项重罪下降了 42%。现在第 75警区仍是纽约

市一个很有活力的社区，暴力犯罪比90年代中期

少多了。［11］（P30）

同时，纽约市警察局大力增加警力，提高警

方威慑力。警力的多少与社区治安好坏有一定

的关系。与乡村不同，城市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

社会，因此，充足的警力能够增加警察与街道、市

民的接触密度，这对犯罪分子是一种威慑作用。

2005年纽约警察人员数量为41 000人。其中，纽

约警察局因经费紧张被迫停止的 1984年 7月试

行的社区巡警计划（CPOP），到 1991年以后纽约

经济形势好转时又重新开始，巡警人员从 786人

增加到 4895人，增长了约 523%。［13］（P56）以布鲁克

林区的第75警察分局为例，从1992年至1995年，

在分局局长邓恩组建的“街头毒品和枪支”巡警

小分队的几周内，逮捕非法持枪者的数量就翻了

一番以上，枪击事件及谋杀案骤减。一家当地媒

体播放了对一个地痞的采访时，他说：“警察总是

紧盯着我和我的朋友们。”［2］（P43）此外。警察局还

雇用6000名市民协助维持社区治安，让他们在商

业区、公共场所、居民区和“政府楼”里巡逻，充当

警方的“耳目”。警力的加强也增加了市民参与

打击犯罪分子的斗争信心，对打击盗窃有明显的

作用。“从 1991年开始，警察力量第二次扩大，而

谋杀案发案率稳定下降，到1996年月平均发案数

为82起，创27年来最低。”［9］

为了迅速、高效地打击犯罪分子，纽约警察

局购置快捷的交通工具，拥有 6000辆警车，26艘

执法船，6架直升机以及在全市重要场所安装的

近万个监控设施电子眼。电子眼的安装具有预

防、监管、提供线索和证据等多方面功用，在减少

城市的盗窃、抢劫等犯罪活动的同时，这些电子

眼也可以将恐怖袭击活动全部拍摄记录下来，有

助于情报部门及时预防恐怖袭击的再次发生，对

打击和控制犯罪活动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但是，

纽约市电子眼安装曾走过一段弯路。1980年，纽

约市市长林赛在时报广场安装了电子眼，但由于

被认为耗资巨大（每个电子眼约花 18 000美元）

被拆除。90年代以后，纽约警察局财力有了保

障，在1993年世贸中心遭到袭击后，便开始在公共

场所、体育场馆、银行自动取款机等地安装电子

眼。在随后的五年里，纽约犯罪率下降了 30％~

50％。1997年，警察局在公共建筑、建房工地、政

① Rudolph W. Giuliani. Reengineering Municipal Services 1994—2001, Mayor’s Management Report, Fiscal 2001 Supple⁃
ment, The City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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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集会以及类似华盛顿广场公园的地方安装电

子眼。2001年“9·11”事件后，纽约市警察局在哈

莱姆区和布鲁克林大桥等犯罪率高发地点新安

装 400个电子眼。1999—2004年，纽约市电子眼

数量从 2397个猛增到 7200个。［14］有了电子眼的

帮助，犯罪率有所下降。在格兰特公寓（Grant

Houses）的庭院、走廊和电梯等公共区域安装了

19个电子眼之后，几个月里这里犯罪率下降了

5%。华盛顿广场公园是格林威治村的中心，也是

人们聚会的场所。在1998年安装电子眼之前，一

些毒犯在这里从事各种非法毒品交易。1998年，

警方在公园里的路灯上安装了 13个电子眼。守

候的警察多次观察到犯罪分子进行“现场作案”

并当场抓获罪犯。［11］（P128）事实证明，纽约市资金投

入与警力多寡、警务设施等密切相关。

三、家庭收入与财产犯罪率的关系

所谓财产犯罪，就是以非法获得财物为目的

的犯罪，例如盗窃、侵占、抢劫等。在市场经济甚

行的美国，金钱是人们追逐的第一目标，所以财

产犯罪率一直很高。财产犯罪率的高低与经济

状况密切相关。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收入较为

稳定，生活有了保障，财产犯罪率较低，反之则上

升。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低速增长，

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1981—1988年间，经济增长

率平均为2.59%，低于70年代的3.06%；社会失业

率平均为 7.63%，高于 70年代的 6.43%。［15］（P252-253）

在这种大环境下，纽约人的工资收入就受到巨大

的影响。

1983年，纽约市家庭平均收入 16 166美元，

但是不同种族收入存在较大差异。白人平均年

收入为 20 255美元，而黑人收入只有 13 035美

元，波多黎各人更少，才8596美元，不及白人的一

半。同时，居民收入中用于房租的比例比以前高

多了，1950年为18.9%，1970年为20%，20年间增

加了1.1个百分点。可是，从1970年到1984年的

14年间，税收增加了 19.3个百分点，达到 29.3%。

税收增加的份额使纽约人简直付不起房租。

1984年纽约市有四分之一租户被迫将自己收入

的一半以上付了房租。［16］（P50-51）这种情况对纽约社

会极为有害。

首先，家庭收入差距是城市犯罪的一个潜在

因素。就家庭平均收入来看，16 166美元比起美

国贫困线，即五口之家10 963美元［17］（P380）要高，民

众维持普遍生活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纽约人

家庭收入差距悬殊较大，白人收入高而有色人种

收入低。犯罪社会学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易引发

社会失序、混乱、紧张以及亚文化冲突导致对抗

性社会心理或“相对剥夺感”的上升，并且，随着

对个人进行控制的各种传统社会关系纽带的逐

渐弱化，个人行为偏离社会规范要求，导致犯罪

参与增加，犯罪率上升。［18］既然收入差距是导致

许多犯罪的祸根，那么，根除这个祸根不就解决

问题了吗？但是，这牵涉到消除种族歧视、保障

公平等，这在现代美国社会里还无法得到根除。

其次，纽约人收入中的支付房租份额增加了，就

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减少和生活质量下降，也可能

沦为穷人。在宣称人人平等和金钱至上的美国，

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富人是奋斗、

成功的象征，受人尊敬；穷人是懒惰、失败的同义

词，受人鄙弃。在法律上平等但现实中存在种族

歧视的美国，贫富差距几乎是无法改变的，除非走

莫顿所说的“失范”之路。“如果一个社会一方面

看重人人都过富裕生活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又

拒绝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以社会承认的方式

致富，那么它就会引起偷盗、欺诈和类似的犯

罪。”［19］（P247）最后，纽约市税收增加了，意味着实际

收入的减少。纽约人工资收入比过去有所增加，

但税收增长更快。1966年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

要求城市个人所得税率为2%。1975年个人所得

税率迅速增加到 3.5%,1976年为 4.3%,1982年为

4.52%，1983年达到顶峰 4.73%。1989年回落到

3.4%，1990 年又上升到 3.91%，1991 年达到

4.46%。［20］（P480）在经济衰退、失业率较高的80年代，

个人所得税率保持在历史高位，比60年代高一倍

多。这种情况造成个人实际收入的减少。因此，

收入差距和实际收入减少，肯定会影响一部分纽

约人的正常生活，有的人就会走上犯罪道路。

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犯罪总数

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从 710 151件增加到 1990年

的710 222件，10年间只增加了71件。但其中的

财产犯罪案件却从149 549件上升到174 542件，

10年间增加了 24 953件。这充分说明纽约的经

济状况与财产犯罪有关联。正如犯罪学家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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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犯罪在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是犯罪的主要形

式是因为日益受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准则所支

配的有形财富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社会

地位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里，决定人们社会地

位的是财产而不是出身。在这种情况下，取得

财物已不仅是为了满足实际的需要而且是得到

社会地位的手段。获得财产，特别是在现代社

会的少年中间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去获得

财产，已成为可以证明一个人的个人价值的一种

手段。”［21］（P160）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纽约市产业结构开始

调整，完成了由制造业为中心到第三产业为中心

的产业结构的转变，2001年纽约市90%的就业人

员从事第三产业；制造业从1990年的15%下降到

2000年的11%，下降了4个百分点；金融、保险、房

地产业所占比例大幅上升，由1990年的26%上升

到2000年的37%，上升了11个百分点；信息产业

从 1990年到 2000年增加岗位 72 978个。①1994

年，在城市经济繁荣的推动下，纽约人均财政收

入为6144.73美元，位居全国23个50万以上人口

大城市的首位，而全国大城市平均为 2946.39美

元。［20］（P464）

由于工资收入提高，纽约人生活有了保障，

城市犯罪率逐渐下降。纽约犯罪总数从1990年的

710 222件下降到了2005年的217 132件，侵财案

件和暴力犯罪也分别从535 680件和174 542件下

降到 162 509件和 54 623件。在暴力犯罪中，抢

劫案件下降的幅度较大，从 1990年的 100 280件

下降到2005年的24 722件。在侵财犯罪中，盗窃

案下降幅度最大，从 1990年的 268 620件下降到

2005年的120 918件。［2］（P19-20）从数字上看，纽约犯

罪数量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但从犯罪类型看，

侵财犯罪比暴力犯罪下降的幅度更大一些。这

表明，人均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基本生

活有了保障，他们不必再冒险通过犯罪获得非法

收入。因为一旦犯罪被捕，他们付出的代价更

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格罗格尔（Jef⁃

frey Grogger）所说，90年代纽约经济好转，低技术

市场的工资上升，年轻人从事经济因素驱动类犯

罪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实际工资上升 10%将导

致经济因素驱动类犯罪下降10%。［22］这种对财产

与犯罪关系变化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得到古尔德

等学者的认可：“工资在过去的 10年对犯罪趋势

影响很大。”［23］

从这里看出，工资的提高可以明显减少抢劫

和盗窃案件发生。虽然经济指标影响程度不尽

相同，但有证据显示经济形势对所有的严重刑事

犯罪（袭击除外）均有影响。杰费里·格罗格尔研

究还发现，参与犯罪的人的工资通常比没有参与

犯罪的人的工资低大约11%，参与犯罪的人通常

是“无技能的”人，他们平均每年要工作 254.8个

工作日。在随后的研究中作者还发现：“工资每

提高10%犯罪参与率将下降1.8%。”［24］那么，经济

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有这么重要吗？加拿大学者

阿里杰特·南迪的研究可以证明经济与人们的行

为关系。他通过研究发现，1990—1999年间纽约

市经济活动与自杀率具有反证关系，即经济繁荣

期每 10万人的自杀率比经济活动低谷时要低

12％，经济低谷时（1992年）自杀率比经济高潮时

（1999年）高 29%。从 1990年到 1999年，纽约自

杀率直线下降，每 10万人的自杀率从 1990年的

8.1％下降到1999年的4.8％；1999年到2006年则

保持未变。［25］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经济对人们思

想意识有重要影响。工资的变化确实能够影响

犯罪，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工资水平

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指标，工资水平越高，

则犯罪的机会成本越大；工资水平越低，犯罪机

会成本越小。如果此时年轻人有机会接触非法

市场，并且抵制不住非法市场高收入的诱惑，他

们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

收益。

四、失业率与犯罪率的相关性

20世纪 80年代初，美国还尚未彻底治愈 70

年代“滞胀危机”的创伤，却又陷入1979—1982年

长达 44个月的经济危机，1982年，企业倒闭达

25 346家，失业率最高达到10.8%。［13］社会治安恶

化，犯罪活动猖獗，1981年纽约市总犯罪数高达

725 846件，达到了自 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从1983年开始，里根总统采取“经济复兴计

①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Regional Economic Analysis Division-Jun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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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即大幅度减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稳定货

币等政策，经济增长势头强劲，通货膨胀率得到

抑制，就业率增加，美国经济出现复苏，国民生产

总值年增长率为3.5%，1984年上升到6.8%，1984

年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达到15%，美国经济

终于走出了“滞胀”困境，实现了持续增长的目

标。社会治安随之好转，纽约社会较为稳定，城

市犯罪总数从 1981年的 725 846件下降到 1984

年的600 216件，犯罪率下降了18%。①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纽约市进入新的

经济增长周期，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迅速，就业

岗位迅速增加。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纽约社会

治安却出现恶化，犯罪活动增多，犯罪总数从

1984年 600 216件上升到 1988年的 718 483件，

创了五年来的历史新高；财产犯罪总数从1984年

的132 292件上升到1990年的174 542件，同样创

了七年来的历史新高。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与

犯罪率应成反比关系，也即经济增长时犯罪率应

该下降，那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而犯罪率上升

的吊诡情况呢？事实上，在纽约经济缓解情况下

却隐藏着严重的潜在危机。一方面，美国外贸和

财政两大赤字有增无减；另一方面，股票过分超

值，股票市值总额和支撑实际资本相差167倍，买

空卖空盛行。到 1987年底，股票价值严重缩水，

汇市疲软，美元信用危机加深。10月19日，纽约

华尔街股市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 508

点，5000亿美元瞬间蒸发。不到两周时间，美国

损失 2万亿美元，指数波动幅度超过 1929年水

平。在这样情况下，犯罪率升高就比较好理解

了。正如伊迪丝·伊莉沙白·费林所说：经济窘迫

因素（包括失业问题，债务和需要获得日常的收

入），在极大多数的重罪案例中占 47%。享乐的

因素（诸如追求刺激，为吸毒、酗酒和大肆挥霍而

谋取钱财）则是占犯重罪的35%。［10］（P261）

由于 1990年短期金融危机影响，1990年到

1992年，纽约市失业率从6.9%上升到11.1%的高

峰；1992年随着经济的回复，失业率开始下降，到

2000年降到 5.8%。其间，受 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的影响，失业率达到 9.4%。根据表 1显示，从

1990—2000年，纽约失业率有起有伏，但总体上

呈下降趋势。失业率与犯罪有怎样的关系呢？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经济状况良好时，犯罪率

就会下降。的确，经济好转时企业工厂开工率

高，劳动力需求量增长，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

机会多，适龄劳动力就业率上升，而失业率就会

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的机会成本增大，犯罪

率就会下降；反之，劳动力市场恶化，失业率上

升，犯罪机会成本下降，则易引发犯罪，尤其可能

引发更多的财产犯罪。纽约市犯罪率下降与失

业率下降也存在这样的关系。纽约市犯罪案件

总数从 1990 年的 535 680 起下降到 2000 年的

212 623起，下降幅度高达约 60.3%。其中，暴力

犯罪和财产犯罪都下降明显。但是，90年代犯罪

率也不是呈直线下降的，在 1992年到 1993年出

现了大幅度的波动，总犯罪数从 1992年到 1993

年下降 2.2%，是 90 年代降幅最小的一年。

1996—1997年降幅为 3.5%，1997年之后犯罪率

平稳下降。具体来看，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也都

出现了相似的波动。1992年到 1993年暴力犯罪

降幅仅为 0.7%，财产犯罪降幅只有 0.5%，都是整

个 90年代降幅最小的一年。［13］但从整个 90年代

看，纽约市暴力犯罪波动较小，而财产犯罪波动

较大。经济学家史蒂文·拉斐尔（Steven Raphael）

和温特-埃麦（Winter-Ebmer）通过经济学分析指

出，90年代犯罪率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失业率

的下降，40%的财产犯罪与失业有关。［26］

1992年底开始，纽约城市经济连续 100个月

保持繁荣状态，城市就业人数维持平稳势头，这

在一定程度上根除了滋生犯罪的土壤。因为贫

困是导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增加就业

①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ted Crime Report: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年份
失业率

1990
6.9%

1991
8.7%

1992
11.1%

1993
10.3%

1994
8.8%

1995
8.2%

1996
8.8%

1997
9.4%

1998
7.9%

1999
6.8%

2000
5.8%

表1 1990—2000年纽约市失业率（%）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 Status of the Civilian Labor Forc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ew
York City, seasonally adjusted 2001 Varick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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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改善人民生活能有效地减少犯罪率。例如，

1992—1999年纽约失业率下降了39%。［27］这种变化

对城市社会治安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纽约

市失业率下降意味着纽约人口中最有可能犯罪

的年轻人（18~24岁）的人数减少了，社会安定因

素在增强；另一方面，失业率下降也表明就业人

员有了显著的增加，同样意味着城市犯罪人员

减少了，这些都是促使纽约市犯罪率下降的有

利因素。

从社会控制角度分析，稳定的工作保证了人

们的生活。霍普·康曼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最低

工资的增加对减少抢劫罪和杀人罪有重要影

响。高失业率和入室盗窃、汽车盗窃密切相关。

因此，尽管经济并不总是犯罪的指示器，但除了

性骚扰以外，经济对所有其他犯罪都有影响。他

指出：最低工资增加 10%将导致谋杀犯罪下降

6.3%~6.9%。1974—1999年，纽约失业率平均为

8%。研究表明，失业率每下降 1个百分点，入室

行窃会下降2.2个百分点，汽车盗窃将下降1.8个

百分点。［27］由此可见，犯罪率下降与失业率的变

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失业造成的经济拮据是导致

犯罪的重要经济因素。失业人员大多数是低学

历、低技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就业只能进入

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失业后再就业困难，这种处

境很容易激发他们通过非法手段改善现状。失

业人员的心理失衡也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

失业人员心里处于紧张不安、失望的状态，这种

心理状态不及时进行疏导和改变，达到其个人能

够承受的心理临界点时，对意志薄弱者而言很可

能转而走向极端，从而走向犯罪。当整个90年代

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时，犯罪率也呈现下降趋

势。表1显示，2000年失业率是1990—2000年失

业率最低的一年，这一年犯罪率也最低。纽约

市1990年到1992年的失业率高达11.1%时，这一

时期犯罪率也处于高位。与此同时，失业引发的

经济窘困决定了失业人员的犯罪必然以财产犯

罪为主。所以，90年代随着失业率的波动，财产

犯罪反应最敏感，波动也最大。可见，90年代失

业率变化对犯罪率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失业率下降源于何种因素呢？首先，

90年代纽约市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4

岁以下的人增加了 46.7%，15~24岁的人增加了

12.8%，25~34岁的人减少了0.2%，85岁以上的老

年人增加了 18.7%。①由此可见，纽约市 90年代

年龄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所以，容易犯罪的群

体（15~34岁）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从而减轻

了就业市场的压力。弗里曼（Freeman）认为“失

业率每增加 1%，16~24岁年轻人犯罪增加 1.5%，

1992年到1997年，美国失业率降低了2.6%，年轻

人犯罪下降了3.9%”［28］。据统计，纽约市16岁及

以上的男性失业率从1990年的9.3%下降到2000

年的9.1%。②90年代16~24岁的男性人口数量的

下降，加之失业率的下降，带动了参与犯罪的人

数下降。据统计，15~24岁杀人罪数量从1990年的

754件下降到2000年的221件。25~34岁杀人罪数

量从1990年的790件下降到2000年的212件。③

另外，非洲裔美国人一直都是犯罪率较高的

种族。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初，非洲裔美国人

杀人率高于其他种族。但是，1995年开始，非洲

裔美国人的犯罪率显著下降。纽约市非洲裔美

国人犯罪也显著下降。纽约市因杀人致死的非

洲裔美国人数量由1990年的1071人下降到2000

年的373人。一方面，这是因为90年代纽约市非

洲裔美国人人口增加相对缓慢，非洲裔美国人人

口从 1990年占总人口的 31.3%下降到 2000年的

24.5%，同时，非洲裔美国人年轻人的比例下降，

15~29 岁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26.3%下降到 2000年的 21.8%④；另一方面，90年

代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条件和就业情况得到明

显改善，纽约市16岁及以上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

率从 1990 年的 12.2%降低到 2000 年的 8.9%。

1999年纽约市 16岁及以上的非洲裔美国人男子

的失业率为 9.5%，女子的失业率为 8.7%。⑤失业

率下降意味着就业率上升，同时也意味着生活条

① U.S. Census Bureau. Socioeconomic Profile Social Characteristics—New York City 1990—2000 Census.
② U.S. Census Bureau. 2000 Census SF3,1990 Census STF3,STF4,and 1990 5% PUMS file.
③ New York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s Annual Publication. Summary of Vital Statistics, 1990—2000.
④ New York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s Annual Publication. Summary of Vital Statistics, 1990—2000.
⑤ Data for 1990 are from the 1990 U.S. Census of Population; data for 2000 are from the 1999 NYC Housing and Vacancy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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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改善，非洲裔美国人的教育得到发展，25岁

以上非洲裔美国人中接受四年大学教育的人从

1990年的 12.8%增加到 2000年的 18.9%。（Francis⁃

co L. Rivera- Batiz.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Hispanic

New Yorkers: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纽约市

非洲裔美国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反过来使其就

业率有所提高。纽约市非洲裔美国人生活有了

保障，因而其参与毒品贸易、枪支犯罪的人数自

然下降。

可以说，不管是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失

业率升降和犯罪率起伏有着重要的关联。这种

结果也符合有关学者的“犯罪成本对失业率与纽

约犯罪率的实证分析”，即犯罪行为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是低收入者的另一种获取收入的途

径。当低收入人群收入没有保障时，选择通过犯

罪这种手段获取收入的情况就会上升。［2］（P37）换句

话说，就业状况良好时，犯罪率也会下降，尤其是

与年轻人相关的犯罪种类。相反，当失业率上升

时，犯罪率也会上升，尤其是与年轻人相关的财

产类犯罪上升较快。同时，失业率升降不是影响

犯罪率起伏的唯一因素。例如，1997年失业率高

达9.4%（表1），但犯罪率并没有上升，而是继续下

降。这就是纽约市警察局对犯罪分子采取“零容

忍”的严打政策的结果。

总之，从 1980—2004年的 24年时间里，美国

经济发展经历了衰退和复苏的过程，即80年代的

时好时坏，既未能彻底摆脱“滞胀”危机带来的影

响，也没有大的复苏。但从 1992年开始，美国经

济持续 123个月的增长，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繁

荣，失业率有所下降。伴随着这一经济形势，美

国社会治安状况也经历了从恶化到改善的过

程。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城市犯罪率起伏

极具典型意义。纽约市犯罪率经历了由上升到

下降的过程，这是多种合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但是，经济因素是影响犯罪率变化的一个重

要因素。经济状况好坏、财政投入多寡、工资收

入差距、劳动力市场状况对犯罪率起伏都有影

响。财政投入、警务改善、工资收入与犯罪率成

反相关联系，而失业率等经济因素与城市犯罪成

正相关联系。但是，经济状况与犯罪率相关度又

有所不同，80年代到90年代初表现最为明显，此

后经济状况对犯罪影响较小，而纽约市人口结构

变化、文化环境改善以及警察局的“零容忍”等严

打政策，可能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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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 Rates in New York City（1980—2004）

LIN Guang
（Histor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1980’s to 1990’s, the crime rates in New York City go through ups and downs,

which correspond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conomic de⁃

velopment in New York is, to certain extent, correlates with its crime rates. In the 1980’s, New

York City has just gone through an economic crisis, and its high unemployment rate, low income

and poor living conditions lead to the rise of the crime rates. While in the 1990’s, with the econom⁃

ic booming for 120 months and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improving, the crime rates fall dramatical⁃

ly. But the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correlated to the crimes such as burglary, motor vehicle theft

than to murder.

Key words: New York City；Crime Rates；economic factors

-- 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