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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年人犯罪现状及其应对措施

丁英顺

　　摘　要：日本的犯罪率虽然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老年人犯罪数量多年来持续增加，已成为日本

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背 景 下，老 年 人 犯 罪 率 的 上 升 具 有 一 定 的 合 理 性，但 日 本 老 年

人犯罪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这就需要引起注意。日本面对不断加重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犯

罪现象，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预防和应对老年人犯 罪 的 发 生，在 防 止 老 年 人 犯 罪 进 一 步 加 剧 方 面 取 得 了 一 定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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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丰富知识和人生经验的老年人，是一个值

得尊敬的群体。然而，日本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

和经济长期 不 景 气 现 象 导 致 了 不 少 老 年 人 的 经 济

收入减少，积 蓄 被 掏 空，无 法 得 到 充 分 的 社 会 生 活

保障，并且因独居孤独而希望到监狱“安度晚年”的

老年人也 在 增 多。由 此，他 们 轻 易 走 向 犯 罪 道 路，

还出现了 越 来 越 多 的 老 年 人 惯 犯。如 何 预 防 老 年

人犯罪，并帮 助 已 犯 罪 的 老 年 人 重 返 社 会，成 为 亟

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日本老年人犯罪现状

近年来，日 本 老 年 人 的 犯 罪 数 量 呈 上 升 趋 势。

《２０１７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统计资料显示，日本老

年人中因刑事犯罪而被司法部门处理的人数在２０１５

年达到４７，６３２人，比前一年增加了０．８％。① 从其他

年龄层看，２０１５年被司法部门处理的犯罪人员中，２０

－２９岁 之 间 的 有４０，４３９人，３０－３９岁 之 间 的 有

３４，７２９人，４０－４９岁之间的有３６，４７７人，５０－６４岁

之间的有４０，５８９人。因刑事犯罪而被司法部门处理

的老年人数和其他年龄层相比增加的幅度最大。（参

见图）可见，日本犯罪人员的年龄分布情况发生了比

较大的变化，一直作为犯罪主要群体的青少年在犯罪

总人数中所占比率下降，而老年犯罪者所占比率却明

显增多，且数量最多。从犯罪类型看，因盗窃而入狱

的占整体老年人犯罪的７２．３％，所占比例最大。② 盗

窃的 物 品 大 多 是 食 品、药 品 和 日 常 用 品 等。根 据

《２０１６年版日本犯罪白皮书》的统计，在老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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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犯“伤害 罪”的 有１７１５人，犯“暴 行 罪”的 有３８０８
人，分别是１０年前的１．６倍和４．３倍，这已超过了同

时期老年人口增加的比率（大约１．３倍）①，日本老年

人犯罪呈现出向残暴化发展的倾向。此外，在日本老

年人犯罪中，老年女性的犯罪率出现了增多的趋势。

绝大部分老年女性服刑人员因盗窃而入狱，其比率高

达９１．８％。② 这或许说明日本老年女性的贫困和社

会保障问题更为严峻，迫使贫困老年女性走向犯罪。

　　图　日本被司法部门处理的人员情况（１９９６－

２０１５年）

　　资料 来 源：〔日〕法務省：『平成２８年版 犯 罪 白 書』。ｈｔ－

ｔｐ：／／ｈａｋｕｓｙｏ１．ｍｏｊ．ｇｏ．ｊｐ／ｊｐ／６３／ｎｆｍ／ｎ６３＿２＿４＿７＿１＿０．ｈｔｍｌ．

日本老年 人 犯 罪 数 量 总 体 上 出 现 了 较 大 的 增

幅，这与人口 老 龄 化 不 断 加 剧、老 年 人 口 数 量 增 加

有着密切 的 关 系。根 据 日 本 总 务 省 统 计 局 公 布 的

数据，截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日本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达到了３５１４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２７．７％，比前

一年同期增多了５７万人。其中，７５岁及以上的“高

龄老年人”③为１７４７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３．８％。④ 在

这种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即使是犯罪率

不变，由于老 年 人 基 数 的 增 大，老 年 犯 罪 人 数 也 在

明显增多。此外，老年人重复犯罪的现象越来越严

重。２０１５年老年入狱服刑者中有 高 达６９．６％的 人

是再入狱。⑤ 很多老年犯人因为常年在监狱里而逐

渐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这也是老年人出狱后再次

犯罪的主要原因。因此，日本老年人犯罪形成了恶

性循环，即犯罪—入狱—出狱后再次犯罪—再入狱。

　　二、日本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

日本老年人犯罪逐年增多，与老年人社会经济

状况、家庭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一）贫困是导致老年人犯罪的一个主要原因

日本老年人犯罪率的上升，不能单纯地理解为

该群体藐视法律，而应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日本

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引发劳动力不足，而且老年人口

的增多导致养老金制度陷入困境，随之而来的是更

多的老年 人 因 生 活 所 迫 走 上 犯 罪 道 路。随 着 人 口

平均寿命的延长，日本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不

断增加，国 家 财 政 预 算 中 养 老 金 所 占 比 重 日 益 加

大，而由于出 生 率 降 低 和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减 少，缴 纳

养老保险的人越来越少。因此，老年人领取的养老

金逐年减少。首先，领取生活保障补贴的老年人比

例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截止

到２０１７年５月，日本领取生活保障金的家庭有１６４
万户，其 中 老 年 人 家 庭 有８６万 户，超 过 了 半 数。⑥

全国平均最低 生 活 保 障 率 为１．６７％，而 在６５岁 及

以上老年人 口 中 领 取 生 活 保 障 金 的 人 所 占 比 率 为

２．８０％，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⑦ 其次，从老

年人每月领取老年基础年金的平均金额来看，２０１２
年为５４，８５６日元，而２０１３年减少到５４，６２２日元，

２０１４年再次减 少 到５４，４９７日 元。⑧ 日 本 大 部 分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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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家庭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而养老金收入的减

少导致其 难 以 满 足 老 年 家 庭 的 基 本 生 活 需 要。同

时，医疗、护 理 等 各 种 社 会 保 险 要 求 个 人 负 担 的 比

例也在增多，进一步加大了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压

力，贫困老年人的数量不断上升。在就业市场中处

于弱势 的 老 年 人 的 就 业 形 势 也 日 趋 恶 化，收 入 减

少。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有些贫困老年人到商店里

顺手牵羊的事情时有发生。

贫困老年女性的增多也是导致老年人犯罪率上

升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男女平均寿命差来看，女性的

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孤身一人独自居住的老年女性比

老年男性多。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性别分工意识很

强的社会中只是专注于结婚后生儿育女，在照料完父

母和配偶之后自己却成了孤单生活之人。因她们的

连续工作年数短，平均收入水平就很低，更容易遭遇

经济、健康、护理等方面的危机，女性单身家庭的九成

以上（９１％）属于低收入群体。① 生活的贫困容易导致

一些老年女性“犯罪求养”现象的发生。

（二）心理孤独易导致老年人犯罪

目前的日 本 老 年 人 大 都 为 二 战 后 经 济 高 速 增

长贡献 了 一 生，他 们 退 休 之 后 失 落 感 非 常 大。失

意、孤独以及行动不便引发的挫折感都容易使老年

人行为失控而引发犯罪。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

本就出现了“孤 独 死”②现 象，这 一 现 象 目 前 已 成 为

日本社会 普 遍 关 注 的 问 题。根 据 东 京 都 监 察 医 务

院统计，东京都内独居老年人在家死亡人数出现了

逐年增多的趋势，２００３年为１４５１人，２０１４年达到了

２８９１人。而且在“孤 独 死”人 群 中 老 年 人 死 亡 数 日

之后被发 现 的 情 况 非 常 多。老 年 人 退 休 之 后 社 会

参与度的下 降 极 大 减 少 了 他 们 与 社 区 成 员 之 间 的

联系，再 加 上 家 庭 规 模 的 缩 小 导 致 家 庭 结 构 简 单

化，从血缘关系上讲，三代、四代及以上的家庭明显

减少，独居老年人数量趋于上升。独居老年人如果

有什么异 常 情 况 也 不 会 有 人 注 意 到。根 据 日 本 内

阁府的调查数据，在日本老年人感到“孤独死”问题

离自己很近的调查中，选择“强烈感到”和“会感到”

的老年人所占比率为１７．３％，而其中单身家庭老年

人选择“强烈感到”和“会感到”的比率高达４５．４％，

远远高 于 夫 妻 家 庭（１４．６％）和 其 他 家 庭（１２．４％）

的比率。可见，是否独居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有很大影响。甚至一些独居老人认为，比起在社会

上生活，监 狱 更 能 给 他 们 带 来 安 全 感。孤 立 于 社

会，与家人、社区缺少联系的这种“绝缘”状态，成为

这些老年人犯罪的一个根源。

除上述现象外，近几年日本老年人犯罪还表现

出一个特点，即暴力型犯罪倾向增强。过去老年人

犯罪的大多数为偷盗等非暴力型犯罪，但近几年也

出现了故意 杀 人、故 意 伤 害 等 暴 力 型 犯 罪，而 且 这

些案件的受害人往往是罪犯长期卧床不起的伴侣。

老年人照 顾 老 年 人 这 种“老 老 护 理”已 经 成 为 日 本

社会的普遍现象，护理过程中的身心疲劳会给进行

护理的老年人带来巨大压力，而社会保障财政困难

所造成的养老金收入减少、个人经济负担加重也会

使老年人失去护理的信心。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

一些老年人就会走上极端，甚至产生杀人动机。

　　三、日本应对老年人犯罪的措施

日本老年 人 犯 罪 数 量 激 增 折 射 出 日 本 社 会 面

临的一些问 题，其 中 包 括 贫 富 差 距 加 大、老 年 人 老

无所养、“三世同堂”家庭减少带来的家庭赡养功能

弱化等。为防止老年人犯罪恶性循环，日本政府制

定相关政策并发动社会力量应对老年人犯罪。

（一）日本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制度，缓解低收入

老年人经济负担

如前所述，贫困和孤独是导致老年人犯罪的主

要原因，而这与日本家庭结构的变化不无关系。日

本传统家庭多为“三世同堂”，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

助，老年人的 日 常 生 活 可 以 得 到 保 障，精 神 上 也 可

以得到慰 藉。但 随 着 日 本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家 庭 结 构

的变化，核心家庭增多，“三世同堂”家庭减少，无法

依靠孩子的独居老人比率持续上升。同时，日本经

济长期低迷，雇 佣 形 式 发 生 变 化，终 身 雇 佣 制 度 解

体，导致了年 轻 人 工 作 不 稳 定 或 收 入 减 少，使 得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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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桥主编：《东亚：人口少子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６３页。
“孤独死”是指独自生活的人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突发疾病等原因而死亡，并数日之后才被发现

已死亡。“孤独死”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是老龄化社会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日本尤为突出。



庭内部的赡养功能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老年

人如果缺少 经 济 来 源 和 社 会 网 络 很 容 易 陷 入 生 活

贫困和精神孤独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

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减轻家庭经济 负 担，

增强家庭的扶助功能。２０１６年日本通过的《年度预

算和税制 改 革 相 关 法 案》规 定，如 果“三 世 同 堂”家

庭进行房屋改造，国家将给予补助金并减免该家庭

的所得税，①以此鼓励家庭老少同住，预防老年人孤

独问题的恶化。

第二，改善 年 轻 人 的 工 作 环 境，提 高 他 们 帮 助

父母的 能 力。近 些 年 来，在 日 本 劳 动 力 减 少 的 同

时，终身雇佣 制 度 发 生 变 化，非 正 式 员 工 的 数 量 也

在增多，他们不仅在工资收入上与正式员工存在差

距，在社会保障待遇方面也受到歧视。针对这种现

象，日本积极 采 取 措 施 改 善 不 平 等 问 题。２０１５年，

日本政府通过了《劳动者派遣法修正法案》，进一步

调整了工资、福 利 待 遇、教 育 培 训 等 方 面 的 公 平 性

问题。日本的厚生年金、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基本上是针对正式员工而设立的，非正式员工很难

享受这些社会保障待遇。为解决这些问题，２０１２年

８月，日本国会通过《为加强公共年金制度财政基础

及最低 保 障 功 能 的 国 民 年 金 法 修 改 法 案》②，并 从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 始 实 施。根 据 该 法 案 规 定，在 大 企

业（职工人 数５０１人 以 上 的 企 业）工 作 的 非 正 式 员

工、工作时间每周在２０小时以上、被雇佣时间一年

以上、月工资８．８万日元以上的人都可以加入厚生

年金③。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起，该制度也适用于在

５００人以下的 中 小 企 业 工 作 的 非 正 式 员 工。④ 这 项

法律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非正式员工

的收入，避免他们自身步入老年后出现没有养老金

或养老金很少的状况，同时也可以使他们有一些经

济能力照顾年老父母。

第三，缓解低收入老年人的经济负担。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日 本 政 府 在 补 充 预 算 中 设 立 临 时 福 利 给 付

金，向１１３０万低收入老年人一次性发放了每人３万

日元的生活补助。⑤ 此外又对养老金缴纳年限进行

了改革。按照日本原有养老金制度的规定，年满２０

岁以上的人都有义务缴纳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最低

为２５年，年满６５岁时可根据投保的具体情况每月

领取额度不等的养老金。

另外，日 本 养 老 金 的 财 政 方 式 为“现 收 现 付

制”，也就是“下一代养上一代”，以现在参保人员缴

纳的养老 保 费 支 付 老 年 人 的 养 老 金。然 而 日 本 少

子老龄化的 加 剧，使 得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在 减 少，而 领

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数在增加，于是出现了缴纳与支

付不平衡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即使交了２５年养老

保险，将来也未必能够拿到养老金。因此不少年轻

人逃避缴纳养老保险，养老金制度面临“入不敷出”

的局面。这 些 问 题 迫 使 日 本 政 府 加 大 力 度 改 革 养

老金制度。２０１７年８月起，国民养老金领取资格年

限由原来的２５年缩短到１０年，让没有交满２５年保

险的６４万 人 也 能 够 拿 到 养 老 金。⑥ 这 项 措 施 一 方

面减轻了部分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能鼓

励年轻人缴纳养老保险，缓解他们老年后无养老金

收入的后顾之忧。

（二）地方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活动，预防老

年人犯罪

日本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为老年犯

罪人员提 供 各 种 帮 助。日 本 各 地 积 极 建 立 面 向 老

年犯罪者的各种支援中心，帮助狱中老年人重返社

会。中心针对不会利用福利系统的老年罪犯，在服

刑阶段指导他们如何利用，并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子育て、介護に重点」、『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

日文为『公的年金制度の財政基盤及び最低保障機能の強化等のための 国民年金法等 の 一部 を 改正 す る 法律』，参见日本

厚生劳动省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ｓｅｉｓａｋｕｎｉｔｓｕｉｔｅ／ｂｕｎｙａ／ｎｅｎｋｉｎ／ｎｅｎｋｉｎ／ｔｏｐｉｃｓ／２０１２／ｔｐ０８２９－０１．ｈｔｍｌ．
厚生年金，是日本的一种保险，类似于中国的养老保险。
〔日〕日本年金機構：「短時間労働者に対する健康 保 険 厚 生 年 金 保 険 の 適 用 拡 大 の 概 要」、日 本 年 金 機 構 ホ ー ム ペ ー ジ、

２０１７年２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ｎｋｉｎ．ｇｏ．ｊｐ／ｏｓｈｉｒａｓｅ／ｔｏｐｉｃｓ／２０１６／０５１６．ｆｉｌｅｓ／１．ｐｄｆ．
〔日〕厚生労働省：『「年金生 活 者 等 支 援 臨 時 福 祉 給 付 金」の 実 施 に つ い て』、厚 生 労 働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８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ｔｏｐｉｃｓ／２０１６／０１／ｄｌ／ｔｐ０１１５－１－１３－０６ｐ．ｐｄｆ．
〔日〕「年金受給資格の短缩」、『毎日新聞』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日。



老年犯罪 人 员 进 行 就 业 指 导。由 于 日 本 社 会 中 仍

然存在着对犯罪者的偏见，使得出狱老年人重返社

会时面临 种 种 困 难。这 也 是 很 多 老 年 人 出 狱 后 不

能适应社会而再次犯罪入狱的主要原因。另外，日

本各地方政 府 动 员 社 会 力 量 开 展 预 防 老 年 人 被 孤

立的活动。例如，日本新潟县于２００３年设立了“地

区茶室———我 的 家”，从 儿 童 到 老 年 人 都 能 去 茶 室

进行交流，吃 便 饭，一 般 收 很 少 费 用。新 潟 县 目 前

有２０００多所这种茶室，为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交流

场所。２００９年，日 本 横 滨 市 成 立 了“支 援 护 理 志 愿

者制度”，为 需 要 护 理 的 人（主 要 是 老 年 人）提 供 陪

聊、备午餐、陪 散 步 等 服 务。横 滨 市 地 方 政 府 对 志

愿者实施积分制度，可以将积分兑换成钱或直接捐

投给护理 设 施。这 些 措 施 有 效 帮 助 了 独 居 孤 立 的

老年人。① 同时，由日本更生保护法人、社会福利法

人、ＮＰＯ法人等民间团体运营的“更生保护设施”在

应对老年 人 犯 罪 方 面 也 起 到 积 极 作 用。这 一 设 施

主要帮助 一 些 出 狱 后 不 能 自 力 更 生 的 老 年 人。工

作人员会定 期 到 监 狱 为 那 些 即 将 出 狱 的 老 年 人 开

办讲座，谈 心 交 流，帮 助 他 们 寻 找 出 狱 后 的 去 处。

另外，还会为 他 们 提 供 暂 时 食 宿 的 地 方，帮 助 他 们

自立，并与社区的医疗、福利、教育等机构联手进行

各种社会 技 能 训 练。截 至２０１３年，日 本 全 国 共 有

１０４所“更生 保 护 设 施”。② 日 本 各 都 道 府 县 还 成 立

了“扎根社区生活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经常与服刑

中或出狱后 的 老 年 人 谈 心，提 供 各 种 心 理 辅 导，努

力减少老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外，对于 孤 寡 老 年 人，日 本 各 地 实 施 特 殊 的

“安危确认制度”，随时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这

些活动主要 由 政 府 联 合 公 共 事 业 部 门 或 者 企 业 来

共同开展。比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

的抄表员，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各报社的送报员等，

他们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异常，须立即向指定的政府

部门报告，以此防止孤寡老人遭遇意外之后无人知

晓的情况发生。

总之，面对 不 断 增 多 的 老 年 人 犯 罪 现 象，日 本

政府和社会组织采取了各种积极应对的措施，也获

得了一定效果。在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老年 人 因 刑 事 犯 罪 而 被 司 法 部 门 处 理 的 人 数 在

２００８年达到最高值之后，其数量没有出现再次大幅

增长的现 象。虽 然 被 司 法 部 门 盘 问 的 人 数 一 直 处

于高位，但没有大幅上升。（参见前图）在政府和社

会力量的帮助之下，有些老年犯罪者出狱后回到社

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长崎县一位因无依无

靠曾经１５次入狱的老年人，在“长崎县地区生活安

定支援中心”的帮助下，出狱后入住当地老人院，早

晨从事送报工作，白天帮助老人院的工作人员做一

些事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③

然而，因社会偏见而导致出狱者难以融入社会

的情况仍然存在，日本政府要彻底解决老年人犯罪

问题并非易事。而且，日本应对老年人犯罪的制度

建设起步较晚，还没有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老龄

化开始之初，日本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老年人犯罪会

急速增加，许 多 政 策 措 施 近 几 年 才 出 台，这 些 措 施

是否对症，能否收到预想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已于２０００年进入了 老 龄

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逐年递增。２０１６年，中国６５
岁及以上人 口 占 总 人 口 比 率 达 到 了１０．８％。虽 然

老龄化 率 还 未 及 日 本 的 水 平，但 老 年 人 口 的 基 数

大，面临的问题将更为复杂。随着老年人口的逐渐

增多，即使老年人犯罪在犯罪总量中只占较小的比

例，但是绝对数量上仍然会增加。如果我们不能在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好应对

工作，老年 人 犯 罪 或 许 会 成 为 社 会 性 问 题。因 此，

我们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提早做好相关的应对

措施，在应对老年人犯罪问题上做到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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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閣府：「高齢者の社会的孤立を防止し、高齢者自身を『地域』の支え手に」、『平成２３年版高齢社会白書』、内 閣 府 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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