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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犯罪心理痕迹分析在现场勘查中的运用

◆王梦真

(泰山科技学院, 山东 泰安２７１０００)

【摘要】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后,在犯罪现场都会留下各类物质痕迹,而客观物质痕迹都具有一定的心理属性,能

够反映出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内心想法以及目的和动机.如果能够把犯罪心理痕迹加以正确地分析和利

用,一定会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有极大的帮助,可以有效地提高办案效率.但是目前在实践中,对犯罪心理痕迹的

分析利用相对不太重视,不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就会使侦查人员不能准确分析一些案件的案情,甚至使侦查工

作走上歪路.因此,应当重视对犯罪心理痕迹的分析和利用,这样才更能全面地了解整个案件的情况,扩宽侦查人员

现场分析的思路,为早日侦破案件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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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现场勘察工作都是以发现各种物质痕迹为主，更

加重视对客观的物质痕迹进行分析和研究，但是实践中很多

案件会缺少特定的物质条件(如缺少指纹、足迹等)，因此，

在有形物质痕迹很少的现场，勘察就会遇到较大的困难。

这时运用犯罪心理痕迹分析问题的作用便凸显出来，目前，

对犯罪心理痕迹的研究已刻不容缓，其有效性和可行性得到

了国内外专家实践后的一致认可。 在当下，尤其是面对有

些犯罪现场缺少有价值的物质痕迹这种情况时，利用犯罪心

理痕迹分析来进行侦查工作，无论是对专业人员的勘察工

作，还是对日后案件审理的进展，无疑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

手段。

一、犯罪心理痕迹的概述

(一)犯罪心理痕迹的概念

对于犯罪心理痕迹研究，首先就要对它的概念有一定的

了解，关于犯罪心理痕迹的概念，学界尚未产生统一的概

括。 较为一致的观点为，它是指在犯罪人实施犯罪时呈现

出的一种稳定且典型的心理状态，并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展现

出来，最终直接体现在犯罪结果上的主观心理活动特征的痕

迹。 在这种理解下，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来看，

这是把犯罪行为过程动态化，是相关专业人员通过案件回忆

重现，反映出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内心活动。

狭义上来看，犯罪心理痕迹是犯罪嫌疑人通过犯罪行为遗留

在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将客观物质痕迹作为载体反映出犯

罪嫌疑人当时的心理活动轨迹和状态。 在刑事案件侦查

时，侦查人员应注意把握犯罪心理痕迹广义及狭义概念的应

用，这会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通过详尽仔细的深入分析，

为案情早日侦破提供线索。

(二)犯罪心理痕迹的特征

１．客观存在性

虽然犯罪心理痕迹的主观表现是一种心理的现象，不能

够用肉眼看见。 但是它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实施

某种客观行为遗留在现场、通过形成物质痕迹表现出来的，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且造成的最终后果也外在地呈

现在大众面前。 换句话说，犯罪行为的外在方面是犯罪行

为的客观表现，是可以观察到的人们活动的状况，它受内在

心理的支配。 犯罪心理痕迹存在于所有犯罪行为中，它必

然依附于人的外在活动，且通过载体表现出来，因此具有客

观性。

２．相对稳定性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养成的个性心理特点一旦形成

后是很难改变的，它经历了漫长的时光，逐渐形成了比较稳

定的性格特征。 因此，这也称作为心理定势，不管犯罪嫌

疑人是有意还是无意留下的，它可以比较真实可信地反映出

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迹象等具体情况。 另外，如果犯罪嫌疑

人曾多次作案并没有被发现，其便会根据以往没被发现的方

式去继续实施犯罪行为，这也侧面表现出其具有相对稳定的

特性，除非遇到重大挫折或危险被发现时，犯罪嫌疑人的内

心才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３．可知性

首先，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贯穿在了整个犯罪活

动过程中，尽管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可以通过犯罪现场

物质痕迹这些密切相关的载体表现出来。 其次，犯罪心理

痕迹具有客观性，它的客观性决定了其具有可知性。“雁过

留痕”，当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后，就算其进行很严密

的隐藏行为，也会有暴露各种痕迹的可能性。 只要侦查人

员可以借此深入详尽地挖掘提取这种暴露的可能性，就会使

案情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实际上就具有了可知性。 最

后，它的相对稳定性也决定了具有可知性特征。 侦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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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有意识地提取犯罪心理痕迹，利用可知性

特征更快地锁定犯罪嫌疑人，引导侦查方向，就会更快地侦

破案件。

４．个体差异性

每个个体都是复杂的，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长大，性格

养成各异，甚至同一成长环境下也会形成不同的性格特质。

因此，这些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会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

本能地表现出来。 由于行为受到意识的支配，不同的意识

做出的行为也是特定的，因此，人们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会

表现出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就会使得最终呈现出的结果是其

独特内心想法促成的，能够展示出犯罪嫌疑人特有的行事方

式，这便可以成为日后侦察的切入点。

二、犯罪心理痕迹在侦查中的作用

(一)运用犯罪心理痕迹分析，能够明确案件的性质

犯罪嫌疑人实施了不同的犯罪行为，就会呈现不同状态

的犯罪现场。 其犯罪心理促使着自己在一定的时间、地

点、条件下进行特定的犯罪行为。 因为内心想法的不同会

呈现特定的、不同性质的案件，这样侦查人员就可以通过犯

罪现场的物质载体，推理出犯罪人作案时的心理痕迹，明确

案件的性质，甚至还原其犯罪心路历程。 比如，在一场谋

杀案中，可以依照当下的各种物质痕迹进行初步推断，判断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图财、情杀，还是为了报复泄愤？

运用犯罪心理痕迹分析可以更快地找到案件突破点，明确侦

查方向，使侦查工作更容易进行。

(二)运用犯罪心理痕迹分析，明确侦查范围

刑事侦查活动中，想要早日破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

人，确定侦察范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缩小侦察范围可以

提高侦察效率，减小侦查压力。 通过犯罪现场遗留下来的

物质痕迹，推测犯罪嫌疑人的个性特点和行为时的心理状

态，进而有助于警方可以更快地判断出犯罪嫌疑人的职业类

型、地域距离等。 如果犯罪嫌疑人长期从事一种特定工

作，或者长期拥有某种技能，在犯罪行为实施的过程中，也

会反映出对某种犯罪活动或犯罪工具的熟练性操作。 而根

据距离远近、作案时间、交通情况等，又可以进一步地推测

犯罪行为发生地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远近。 总之，侦查

人员可以通过犯罪心理痕迹进行更好的排查。

(三)运用犯罪心理痕迹分析，刻画犯罪嫌疑人的“画

像”

在犯罪现场侦查的过程中，通过犯罪现场的各种物证痕

迹、遗留在现场的物品、周边环境等，都可以让侦查人员采

用逆推的方法，研究犯罪嫌疑人的气质特征(如胆汁质、黏

液质等犯罪嫌疑人通常实施不同类型的犯罪)、性格特征(如

行为谨慎的人现场往往比较干净，而粗心大意的人通常会把

现场弄得杂乱)、兴趣癖好(犯罪嫌疑人往往会不自觉地在作

案时体现出自己的兴趣癖好)、犯罪经验(犯罪嫌疑人的技术

水平和熟练程度会在实施犯罪的行为时呈现出来)、习惯特

征(人在社会上长期养成的习惯是无法很快改变的，并会对

以后的日常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大致描绘出犯罪嫌疑人

的“画像”，判断其工作职业、外貌特质、生理特点、居住

地域甚至是独特的习惯行为，能更为有效地解决侦查难题。

(四)正确确定案件侦查方向

一般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实施完犯罪后，为了逃避法

律的惩罚，使侦查人员摸不清办案侦查方向，犯罪嫌疑人会

通过心理支配的指引，选择对犯罪现场进行各种与自己实施

行为相反或不同的假象来伪装。 尽管他们把伪装的现场做

得自认为非常完美，找不出任何破绽，但任何事情只要做过

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而且越是做得滴水不漏，往往越

会暴露出犯罪嫌疑人的反常特性，进而出现犯罪活动前后自

相矛盾的情形。 不管多么狡猾的犯罪分子，实施的伪装多

么的细微和完善，都没有办法掩埋犯罪心理痕迹这一客观存

在。 他们的心理特征信息是诚实的，因此，最终都会被侦

查人员发掘他们的反常情况，这些情况不符合常规也不符合

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所以被侦查人员所知悉是早晚的。

三、犯罪心理痕迹分析应注意的事项

(一)充分利用犯罪现场，重视犯罪现场勘查环节

侦查人员始终要围绕犯罪现场展开工作。 在现场勘察

的时候，按照特定的程序来准确详尽地提取物证痕迹，如果

缺失或者未能提取到特定的物质痕迹，就不可能对缺失的部

分进行犯罪心理痕迹分析。 因此，应尽可能更多地发现和

提取犯罪物质痕迹，才可以更加准确地对犯罪心理痕迹进行

深入的了解，使得侦查人员更加客观地对案件进行分析，最

终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只有在犯罪现场才可以提取这些重

要的各类痕迹物证，所以对犯罪现场的利用是侦查人员必备

的技能，必须要对犯罪现场进行严格的保护，这样才可以更

为顺利地进行现场勘察。

(二)对痕迹物证进行整理分类，综合分析各种痕迹证据

在现场勘察时，各种痕迹物证通常是很杂乱的，因此，

在对现场的痕迹物证进行提取之后，要整理分类，根据整理

归类后的情况判断痕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时间逻辑。 之后

就还应该注意将各种物质痕迹进行综合分析，串联起来进行

整合。 物质痕迹之间具有不可代替的因果联系，因此，不

能把它们当作孤立的个体来看待。 必须在现场勘查后，把

得到的各种物质痕迹进行综合整理分析，这样才能把犯罪嫌

疑人的心理状态更为完整地情景再现出来，使得对犯罪心理

痕迹的分析更加科学符合常理，更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三)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专业素质

因为犯罪心理是非常具有抽象性和隐蔽性的，如果没有

经过专业训练的侦查人员，一般是很难识别和掌握侦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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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此，如何更为准确和科学地去深入了解和认识犯罪

心理痕迹，其实是一项复杂又长期的工作，需要培养大量高

素质人才以及长期实践，才可以更好地去侦破案件。 这些

高素质人才不仅要有现场侦察的基本能力，这是最为首要的

技能，为以后的识别犯罪心理痕迹打下基础。 另外，还需

要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融

会贯通，才可以更好地对犯罪心理痕迹进行研究。 当然，

实践经验也是极为重要的，任何知识不经过实践是不可能得

到很好的掌握与运用的，而且当前我国侦查领域关于理论和

实际相脱节的问题依旧争论不休，犯罪心理痕迹的研究也不

例外，其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 因此，当下不仅要提高专

业人员理论知识储备，掌握侦查学和心理学等专业领域知

识，还要注意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犯罪心理

痕迹的利用更为充分和有效。

四、结束语

犯罪实施的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其也变

得日益多样化，因此，打击犯罪的方式也应更加完善与优

化。 犯罪心理痕迹的分析应该受到重视，其可以直接反映

出很多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具有物证痕迹无法替代的功

能。 因此，我们应该更好地利用犯罪心理痕迹分析，这样

就可以提高案件侦破的效率，为打击犯罪提供更有效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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