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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视暴力的犯罪学透视 
李彤 

（新疆农业大学） 

摘要：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暴力题材的影视作品步入大众视野。影视作为娱乐工具和审美对象本应起到一定积极的德育、教

化作用。近年来由暴力情节的影视所引发的犯罪不断发生，这使得人们把应影视中的泛滥暴力镜头与现实犯罪相联系。本文以犯罪

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对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以及犯罪预防做出思考、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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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暴力的定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被宽泛化。从影视

作品的篇幅以及内容上看，在镜头中偶尔出现的攻击性镜头，比如

中国功夫片并不是等于这里讲述的“影视暴力”。所谓“影视暴力”

是指影视作品中暴力行为基本充斥了作品的相当一部分。社会中的

暴力行为是先于影视暴力而存在，并且其形成是个人和社会多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一概把社会中的暴力行为归于影视暴

力的影响。不可否认，暴力影视中的攻击性行为会潜移默化诱发社

会中的暴力犯罪，基于预防影视暴力引起暴力犯罪，我们能做的是

从犯罪人，包括成年人和青少年以及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犯罪方法、

犯罪手段、犯因性个人因素、犯因性环境因素、犯罪发生的情境因

素等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影视暴力的危害 

（一）影视暴力对个体的影响 

在众多类型的电影中，含有暴力因素的电影能回馈给投资方的

明显更多，暴力、色情、性、血腥，这些元素都是观众喜欢在电影

中看到的，添加以上的元素，更能激发观众的观影欲望，也能带来

更丰厚的票房收入。大多数观众在选择电影的过程中也会更多地选

择那些带有暴力元素的影片来满足自身的观影需求。 

部分影视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情节，人们观看暴力类影视

作品的原因有很多：可以通过观看暴力影视作品发泄平时生活中的

暴躁、暴力情绪，减少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通过观看影视中的

暴力情节会让受众产生模仿行为，进而诱发犯罪。无论是哪一种观

点，其都体现了影视暴力确实对受众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暴力影

视作品种类繁多，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影视暴力的

作品宣传错误的思想观念，渲染犯罪“有理”的思想，这无疑是对

受众的错误引导，特别是三观并未定型的青少年。用大幅笔墨渲染

施暴者、施暴情节会对受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不良的影响，青少年

会逐渐模仿，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影视暴力中的施暴者，这是对他们

认识世界的一严重错误导向。相对于影视暴力受众中的成年人，成

年人不会轻易因某些暴力情节而去改变自己已经建立好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他们在接受影视暴力时，会带着自己的思想，有自我规范

意识，有能力判断是非对错。因此，影视暴力对成年人的负面作用

相较于未成年人稍低。关于影视暴力对个体的影响，如果观看或播

放频率过高，其对个人的危害性是更大的。 

肯定说认为一般从犯罪学中的“社会学习论”出发，来论证影

视暴力的危害。“社会学习论”认为，攻击或暴力均可经过建模过程

习得，而观察模仿与替代学习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两种学习历程。换

句话说，暴力行为可以是示范学习的结果，即使未经挫折，暴力行

为亦可能产生。不少观众在儿童期、青春期这人生中模仿能力 强

的阶段，不少观众会将那些影视作品中的“大侠”、“英雄”作为自

己的偶像，并在有意无意间学习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而这些“大

侠”、“英雄”有时候偏偏有着“动辄杀人”的“鲜明性格”。大众传

播学理论认为，传媒密度与频次决定着传播的效果。因此，通常影

视暴力的密度与频次越大，效度指数就越高，观众中毒越深。在当

下影视暴力较为泛滥，传媒高频次的播放行为就是不停地在告诉观

众，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一个崇尚暴力的社会，暴力可以解决任何

问题。这无疑加强了观众会产生以暴力解决冲突的想法和可能性，

助长其用暴力解决问题。所以说，影视暴力对于犯罪行为的产生有

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影视暴力对社会的影响 

若影视暴力仅仅是对受众产生心理补偿作用，这是 好的设想。

但是，若在影视暴力的影响下，部分观众不满足于通过影视作品获

得心理补偿进而要学习、模仿影视暴力情节中的暴力情节、犯罪方

式等攻击性行为用于现实的犯罪活动，这为暴力行为的恶化起到传

播作用，进而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社会良好秩序的结果。如果

对影视暴力的泛滥不加以控制和要求，将会有更多更恶劣的暴力行

为流入社会，通过上述表述，产生的暴力行为、各种犯罪行为将难

以控制，对社会秩序带来的也许就是不可逆的后果。 

比如在 1991 年 3 月 13 日，美国《纽约时报》中曾刊登过一篇

报道：一部描述团伙暴力的影片《新杰克城》在上映后，很多地区

出现了械斗；在 2004 年，乌兰察布市的凉城县，二人模仿电影暴力

情节绑架一名九岁男童；在 2009 年榆林绥德县的三名青少年因模仿

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情节而抢劫杀人，被绳之以法。由此可见，暴力

影视中暴力情节越持久、越频繁的片段对观众的不良影响越大，它

可以唤醒人们心中的抑制力，激发他们本性中的攻击性，甚至直接

诱发其实施攻击性的暴力行为。 

笔者以为，正如肯定说所言，影视暴力对社会现实中犯罪行为

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对待由影视暴力而产生犯罪行

为的现象不仅取决于观众自身的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还取决于影

视文化市场、社会以及国家对于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情节的态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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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实中暴力行为的频繁出现与影视暴力有着一定的关系，但这种

关系是否一定会导致犯罪，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只强调某项因素对

犯罪产生的作用，因为某项犯罪的产生是在多种多方面的因素下综

合产生的结果。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工具，而犯罪行为产

生的决定性因素往往源自于犯罪分子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不平衡、

不满、压力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影视作品本身不会杀人，影视暴力

也只是对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起到间接作用，对犯罪人产生一定的

刺激，对犯罪行为的产生起一定推动作用。所以从预防犯罪的角度

出发，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降低影视暴力对于犯罪行为产生所起的推

动作用。 

二、影视暴力与犯罪之间的发生机制 

（一）犯因性个人因素 

关于犯因性心理因素。犯罪人观看暴力影视作品的动机多种多

样，是基于自身需要或兴趣所在，它的大致的分类不外于上文已论

述的暴力补偿心理或模仿暴力情节帮助自己进行暴力行为，他们的

兴趣如果与影视中的暴力情节相吻合，就会促进以及助长他们的犯

罪动机。但若观看影视暴力作品的是有人格障碍的人，他们本就很

难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和心理反映模式，加之影视作

品暴力情节的影响，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人格障碍；犯因性感情因

素中，个人的情绪对犯罪心理的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观看影视暴

力相关作品，如果自身的暴力心理得不到相应的补偿，那么就有很

大的可能将其付诸于现实社会。 

犯因性智力因素中，青少年犯罪与其智商较为密切：智力本身

不能决定实施犯罪的心理和行为，他们不具有直接关系，智力强弱

的直接客体是成绩，是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智力较弱从侧面可以

反映出其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本文提到的影视暴力；犯因性能

力因素中，犯罪心理的产生与犯罪行为的实施，和个人某些能力的

缺失有关，包括象征化能力、事先思考的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等等。

缺少象征化能力就意味着个人是缺少理性的思考能力。若犯罪行为

人抱有补偿心理去观看影视暴力作品，其不仅不能得到心理补偿，

反而会加重个人适应环境的困难，进而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 

犯因性思维模式中自我评价偏向常常会助长犯罪行为的思维模

式，部分有自我评价偏向的人，在观看影视暴力后，认为自身也具

备同种实施犯罪的能力，对自己过高估计，助长犯罪人的冒险倾向。

偏颇的合理化方式，犯罪行为人通过似是而非的各种理由将自己的

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合理化，在这里，影视暴力中的暴力情节就成

为了这一理由；犯因性观念因素中，错误的法治观与犯罪观造成对

犯罪后果的错误认识，更易受到影视暴力的影响，从而着手违法犯

罪的相关活动。 

（二）犯因性环境因素 

影视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本身虽然并不负有道德教育的义务，需

要靠观众自身的素养来评价影视作品的内容，但其中所包含的影视

暴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到观众，从而作为一种犯因性环境因素

对犯罪行为的产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犯罪行为的发生时犯罪原因

链条作用的 终结果，对于原因链条追根溯源，是通过犯罪动机和

情景发生作用的，而他们是由社会环境因素引起的。 

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影视暴力在日常生活中的渗入 2013 年动

漫致人伤害第一案，一名 10 岁的儿童在于分别为 7 岁和 4 岁的哥俩

玩耍时，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绑架烤羊”的游戏，10 岁的

儿童将哥俩绑在树上，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树下竹叶，哥俩被

烧伤。影视中的暴力行为对未成年热和青少年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

响。影视暴力将会产生以下几种效果：传递并且教会受众攻击行为

的方式；减少对攻击行为的内在遏制；使受众即观众对暴力失去应

有的敏感性，而变得麻木和习以为常；向受众提供一种生活中充满

暴力的现实形象。影视暴力在特殊情况下会直接诱发未成年人和青

少年的犯罪动机，进而引起他们的模仿性犯罪；对已发生的犯罪案

件不恰当的报道也会引起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 

暴力在性质上虽然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但是它们都同样运用了

强暴的方式。正义暴力也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若不加以节制，

将会助长人们，特别时未成年人的好斗、残忍的心理与性格。 

着眼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努力营造一个“弱暴力”的社会环

境，民众接触暴力的概率降低，犯罪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目前，大多数影视暴力来源于网络，在这个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

网络传播环节需要严格把关，创造一个文明、健康、绿色的网络环

境。国家需加强传媒立法与管理机构的建设，同时，也应加强对服

务业、商业和传媒的政策监管与法律监管，要明确获取商业利益不

能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道德责任为代价。国家也需努力构建新

的文化格局，加强对流行文化的塑造和引导，抵制不良文化，发展

高雅的大众文化，抵制低俗的媒介文化，正确引导民众对文化消费

的心理。媒体应当提高自身的自律意识，减少对于暴力内容的宣扬，

制作更多有益于广大民众身心健康的影视作品，弘扬社会正能量，

引导民众走向正确的道路。 

（三）犯罪发生的情境因素 

著名的犯罪学家萨瑟兰等认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在于

个人和情境的复合体。客观情景对犯罪行为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它为犯罪行为提供了一种机会。”犯罪情景可以引起犯罪

行为的发生、影响犯罪行为的方式和组织犯罪行为的进行。暴力影

视的受众在过多接触暴力情节后，积极寻找或偶然遇到现实社会中

影视暴力中的相近之处，将自己代入暴力情节实施暴力行为，在此

情况下，犯罪情景对犯罪行为和犯罪行为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更加

明显。 

三、关于影视暴力引起犯罪的社会预防 

（一）运用三大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 

基于全局性角度，社会预防影视暴力引起的犯罪。首先，坚持

三个文明建设的协调有序进行，提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

明建设的综合水平。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同时，也要大力 展精

神文明建设，减少影视暴力、减少影视作品中过多的暴力情节，降

低影视暴力对个人和对社会以及国家的负面作用。积极运用公共政

策或社会政策对社会问题进行更有效果的控制。 

运用道德、法制和政府行政这三大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强化

道德建设并且进一步完善道德规范的执行，通过舆论监督、社会监

督，督促影视行业进行整改；法制完善时社会整合以及预防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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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力量之一。通过立法途径提高影视作品的准入门槛以及对影视

暴力的惩处力度。我国法制中多次提到不得“宣扬”暴力行为，但

未进一步解释、界定“宣扬”暴力。始终坚持社会利益放在首位，

基于数社会利益，协调效益。在政府行政方面，政府积极作为，提

高影视行业，影视作品的准入门槛。灵活运用社会控制的三种重要

力量，减少影视暴力的影响。 

（二）积极创造防卫空间与环境 

基于微观社会预防，减少犯罪的目标与机会创造不利于犯罪行

为发生的一个防卫空间和环境，并且基于此，其环境设计不应该妨

碍或侵害公民私生活，不能对影视作品因噎废食，需要剔除的是影

视暴力，是影视作品中暴力情节过多的作品。针对影视暴力，建立

公民的个人约束与防卫，减少观看影视暴力作品；社区参与， 展

社会工作与社区服务，积极宣传向善向美的影视作品，为社会中暴

力行为、犯罪行为的发生 大可能断绝他们的模仿与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培养健全的人格，降低和减少人格障碍等问题，具备良好的

社会适应与认识能力，降低影视暴力带来的影响，健全世界观和人

生观，具备独立辨别是非的能力。 

四、关于影视暴力引起犯罪行为的综合治理 

（一）个人厚植法律观念 

在个人观念方面。需要明白无论时正义暴力还是非暴力正义，

究其本质都是强暴行为，若不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即非公平正义，

抵制影视暴力，在观看到暴力情节时，保持自己的思考，不被影视

暴力误导。通过讲座、自媒体增强自身的法治观念。 

（二）影视行业的准入标准与法治相结合 

在社会利益角度，影视作品的制作人和负责审核的相关人员坚

持以社会利益为导向，减少暴力情节的播放频次，减少暴力情节的

密度，减少暴力带来的视觉冲击，自行把握好影视暴力的尺度，考

虑此种传播行为将带来的影响并且，根据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积极

处理方案。坚持在社会公共利益的指导、引导下产出符合我国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的影视作品，起到一定的德育作用。同时

与社区群防共治，宣传影视暴力的危害和影响，减少社会中的暴力

行为和暴力犯罪，努力去营造一个有利于青少年人身心健康的，经

过净化的影视环境，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人格与法治观念，让影视

作品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推器、成年人得以真正放松的安全屋。 

受市场经济大潮中利益的巨大诱感，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

道德自律意识将从内容选择、类型、性质，形式等方面直接影响传

播产品的质量。因此，解决影视暴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提高影视行

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加强他们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行为。一

方面，影视行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本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强

化影视行业从作人员对自身使命和责任的认识；另一方面，必须加

强对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完善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的

职业道德教育体系。 

（三）增强国家与政府的引导、纠正力度 

国家和政府应完善对影视行业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大力监管，强行删除影响恶劣的暴力情节，

剔除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片段，从根源上阻断影视暴力的

传播。 

国家和政府应完善相关立法，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诚然立法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国家应从细节抓起，以前瞻性的眼光进行影

视暴力的相关立法工作，各地政府配合国家制定详细的、符合实情

的针对性法规，遏制影视暴力的影响，降低社会危害性。国家和政

府应完善侦办影视暴力所诱发的犯罪行为的工作协作机制。目前，

该类案件往往案情复杂，这就需要各部门之间加强合作交流，加强

自身部门协调建设，实现办案资源共享，以适应案件侦查的需要，

各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共同打击影视暴力的相关性案件。 

从国家功能和政府正确引导角度，积极监督影视作品，对不符

合市场准入和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视作品另其整改或禁

止播放从根本上减少暴力和犯罪的传播及其负面影响。加强经侦工

作机制、完善经侦工作建设、提高公证执业人员的综合素质。积极

予影视行业以正确的指导，减少人们，尤其是未成年人、青少年与

影视暴力的接触面。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五、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影视暴力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影视暴力带来

的社会危害性难以估量，不仅要积极的运用三大社会控制力量，还

应加强自身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国家与政府增强

对影视行业的引导与纠正力度，予影视行业以正确的指导，坚信我

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坚定引领下，受影视

暴力影响的犯罪行为终将减少，法治体系将更加完善，我国也终将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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