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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动了远比经济增长本身复杂的社会转型。
陈春良编著的《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的动态变化研究》研究关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犯罪率上升，并将其置于经典犯罪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加以考察。
在详细梳理相关文献和典型事实描述的基础上，《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的动态变化研究
》推导了收入差距、城市化以及执法威慑等变量对犯罪参与的比较静态；并利用我国转型期分省面板
数据和国家层级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相关假说做了详细的实证检验。
综合起来，我们实证研究的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相对收入差距扩大和绝对收人差距扩大，共同导致我国转型期刑事犯罪率的快速攀升。
基于1988年到200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表明，相对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的弹性
为0.34到0.45；而绝对收入差距每扩大1％将至少导致刑事犯罪率上升0.37％到0.52％。
由于我国分省层面广泛存在不可观测的经济文化差异，可能与省级层面的犯罪率相关，同时时间维度
历次“严打”运动和刑事政策调整也对犯罪供给构成异常冲击，因而无论单独控制省份固定效应还是
时间固定效应，都将导致收入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被低估。

其次，城市化进程加快也是我国转型期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研究发现不同，我们发现城市化进程不仅通过潜在犯罪获利机会的集聚增加犯
罪参与激励，同时城市化进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善也将有利于犯罪率下降。
同样基于1988年到200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我们的实证分析显示，城市化水平在50％及以下时，城市
化的犯罪率增加效应占优，而城市化水平超过这个分界点之后，犯罪率的减少效应开始发挥更大作用
。
以上估计在不同城市化指标设定中保持稳健，这意味着基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犯罪供给方程的估计，
如果未加入城市化变量的二次项，很可能导致城市化效应的估计结果有偏误。

再次，收入差距和执法变量对不同类型犯罪的影响存在长短期差异。

基于1981年到2007年国家层级的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我们发现盗窃犯罪、侵财犯罪和总犯罪率与收
入差距及犯罪威慑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相反抢劫、伤害以及暴力犯罪序列与以上两个变量则不存
在长期协整关系。

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破案率对盗窃犯罪、侵财犯罪及总刑事犯罪率的长期弹性，大约分布在1.88到2.13
和—0.93到—1.14之间。
基于ECM的短期分析表明，虽然短期内收入差距扩大犯罪率可能没有立即上升，但是由于二者之间存
在长期均衡关系，所以短期内偏低的犯罪率将逐渐被修正到长期均衡水平。
从犯罪治理看，以上估计意味着犯罪率的长期下降有赖于低收入群体生存条件的持续改善。

最后，刑罚威慑是我国转型期犯罪率动态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执法变量和犯罪率之间存在典型的联立内生问题，直接估计二者关系将导致威慑效应被低估。
《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的动态变化研究》利用1983年和1996年的两次“严打”运动生成
的执法变量的外生变动，在动态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GMM)框架内，对我国转型期刑罚威慑与犯罪
率关系展开了详细的定量分析。
我们的估计结果表明，犯罪威慑弹性大致分布在—0.45到—0.7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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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我们的估计控制了惩罚概率，所以“严打”年份虚拟变量显著为负，意味着惩罚强度增加
同样存在犯罪威慑效应。

相比国内已有的时间序列研究，《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的动态变化研究》基于分省面板
数据的实证研究不仅样本量大大扩展，而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虚拟变量，也使得犯罪供给方
程的估计较少受到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和度量误差的影响，因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显著改善。
另外，和国际比较研究相比，中国分省经济社会文化差异较大，但又共享相同的司法体系，因而我们
的估计也为犯罪经济学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证据，对我国转型期刑事政策的制定也有相应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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