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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

内容概要

《全国司法警官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现场勘查》：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我国制定了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这一规
划，对于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成就，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成果，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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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犯罪现场的规律、特点　　犯罪现场的规律是指犯罪现场在形成、变化方面与犯罪活动中
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种犯罪现象，它在形成方面与犯罪活动有密切联系，并受犯罪活动各种因素
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犯罪现场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并掌握这些规律、特点，对于全面
、深刻地认识犯罪现场和搞好现场勘查具有重要意义。　　一、犯罪现场的规律　　（一）犯罪现场
形成的因果关系规律　　犯罪现场是一种现象，犯罪活动也是一种现象。从因果关系分析，犯罪活动
在先，犯罪现场在后，没有作案人实施犯罪活动，就不存在犯罪现场。从因与果的关系看，犯罪活动
是形成犯罪现场的原因，犯罪现场是实施犯罪活动的结果。根据这个原理，只要有作案人实施犯罪活
动，必然产生犯罪现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犯罪现场的犯罪活动，也不存在没有犯罪活动的犯罪现场
。　　根据这一规律，侦查人员要分析研究和认识作案人及其犯罪活动的现象与本质，必须首先研究
认识犯罪现场。因为犯罪现场是犯罪活动的结果，它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作案人及其犯罪活动的一面“
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观察到作案人及犯罪活动的许多方面（包括真实的、伪装的、假造的）
和非常具体的形象反映。　　当然，犯罪现场形成的因果关系也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犯罪现场形
成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表现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从表现形式上看，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在现场中，一种结果往往不只是一种原因所引起的
，而是多种原因所形成的。不同的原因，产生同一种结果，即一果多因。第二，同一原因，产生不同
的结果，即一因多果。　　（二）犯罪现场客观性、稳定性与可知性　　犯罪现场的客观性，是指犯
罪现场是由犯罪行为造成的，是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活动时必须依赖的物质条件。犯罪现场的客观性
表现为：现场的形成是客观的；现场对犯罪行为的反映是客观的；现场的存在是客观的。作案过程中
，现场是犯罪活动得以实施的客观基础，离开犯罪现场这一空间环境，犯罪活动就无法实施。犯罪现
场对犯罪行为反映的客观性，是指犯罪现场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它从各个侧面，以不同方式记录和反
映着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律和特点，因此，犯罪现场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反映。犯罪现场存在的客观性
，是指犯罪行为人作案后，犯罪现场成了犯罪分子想摆脱而又无法摆脱的沉重枷锁，犯罪分子想将犯
罪现场消灭掉是不可能的，毁掉旧的又留下新的，即使进行巧妙伪装，也无法做得严丝合缝，反而会
露出新的迹象，同样会给侦查人员分析案情提供信息。犯罪现场的稳定性，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
定的条件下，犯罪现场保持其基本特征不变。犯罪现场和其他事物一样，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但在
变化中又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性受发现现场的迟早，现场所处的环境、位置，案件的性质
，遗留痕迹、物品及其他物证的情况，现场保护的好坏，以及勘验是否及时等因素的影响。　　⋯⋯

Page 4



《现场勘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