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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逾越的门槛，而农民犯罪则是三农问题的极端表现。农民犯罪

的成因是多元的，主要涉及农民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农民自身内部的矛盾以及农民自

由发展受到的限制。在科技与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矛盾的凸显是必然的，而这些矛盾的形成都可以

归结为一个根本原因一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是陈里教授在对其博士学位论文进

行精心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形成的著作。该书专注于研究中国农民的犯罪原因，以压力一反应模型为理论工具，

探讨了农民犯罪的经济原因，分析了经济压力的形成、传导以及农民对压力承受反应的过程，构建了农民犯罪

的成本模型，进而提出预防农民犯罪的对策。

作者通过对陕西省2005—2010年各类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农民所占比例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获得财产

为目的的农民犯罪是所有犯罪类型中比例最大的，农民犯罪的罪名也主要集中在与经济利益有关的罪名上。作

者从现存利益格局的关系出发，将构成犯罪的非法收入分为两类：一是在已有较高收入的基础上再获得更高的

收入，称之为贪欲型犯罪收益；二是在现有的经济利益关系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阶层获得的非法收入，称之

为补偿型犯罪收益。作者进一步对补偿型犯罪的成因进行了解析，一方面农民对自然的依赖性强，农业技术进

步速度也较工业慢；另一方面相对于工业制品，农产品的附加值往往较低，农民在经济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因

此该书提出，犯罪是对合法经济利益关系的非法调整和反叛，是对合法经济秩序下形成的经济压力的应对反

应。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在经济上往往处于劣势，其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也更高，缓解经济压力便可能成为

其采取犯罪行为的动因之一。

作者同时指出，农民生存条件困难除了自身决策能力较低外，也与农村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落后、乡镇企

业发展艰难、农村金融资源匮乏等因素密切相关。农民对经济压力的承纳限度即为经济压力极限，其又可分为

绝对极限和相对极限。一旦达到了绝对极限，部分农民就会出现反政府、反社会的倾向和行为，且这些行为比

较容易获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情。而达到相对极限后，则可能发生农村集体性事件。因此，如何科学地帮助农民

应对经济压力，就成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作者认为，当农民的经济压力加大时，可以考虑给农民在已

有的经营项目上提供支持或为其创造新的经营条件，帮助他们消化压力。同时有必要对压力源进行调整，减少

其对农民施加新的经济压力。犯罪之所以对农民具有较大的诱惑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文化具有

“亲和性”，可以帮助一些农民展现个人“能力”，找到自我价值；二是非法手段的有效性，与合法的途径相

比，一些非法的维权手段和获取利益的途径对文化水平较低、技术能力较差的农民来说显得更方便可行。此

外，尽管犯罪可能带来高风险，但由于一些农民法律知识欠缺，无法充分认识到法律风险，进一步增加了其冲

动犯罪的可能。

基于以上研究，作者将农民合法应对与非法应对经济压力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和分析得出，农民犯罪决

策是一种选择活动，且其过程有规律可循。农民犯罪决策在目标上具有不确定性，没有科学的程序，随机性和

偶发性高。针对这些特点，作者进一步提出了预防农民犯罪的综合方案。首先，要对压力源进行制度性调适．

包括完善农民各项权利、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其次，要切断经济压力的传导过程，如建立

社会沟通制度，使管理机构在经济压力传导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接收、处理农民对压力的反馈信息。最后．要提

高犯罪成本、降低犯罪收益，通过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同时加大打击力度，提高犯罪的

直接成本；通过完善农村工商管理和金融信息管理系统，使农民的各项收入被纳入可监测范围，降低农民的犯
罪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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