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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current complicated social contradic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our country, individual terrorist crime also increasingly grows in quantity, such cases 
are usually caused by individuals, and their target is not a particular majority, the cause of this 
kind of individual terrorist crime is also variou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law of our country has 
not set a separate charge to against the individual terrorist crime, so the individual terrorist crime 
is lack of clear and specific laws to regulate. And this article first sorts out the concept of the in-
dividual terrorist crime and a series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kind of crime, then investigates the 
reasons of such crime and searches for a method to prevent individual terrorist crime on the 
basis of the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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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当前转型时期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加剧，个体恐怖性犯罪也日趋增多，这类案件一

般均由个体造成，且针对的对象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造成这类个体恐怖性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也是多

种多样，然而目前我国法律还尚未规定具体的罪名对个体恐怖性犯罪进行单独规制，所以个体恐怖性犯

罪就缺乏了具体而明确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本文，首先是理清个体恐怖性犯罪的概念以及这类犯罪呈

现出来的一系列特点，然后从此类犯罪的原因出发，在此基础上探寻预防个体恐怖性犯罪发生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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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发生了多起恶性刑事案件，均造成了严重的人身损害和大量的财产损失。例如，

2010 年福建南平小学生惨遭砍伤案、2014 年杭州公交纵火案、2014 年广州公交爆炸案等等。这些案件

普遍都造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的重大损失，而造成此类案件发生的主体均是个体。针对此类

新型犯罪案件的频发、案件主体的特性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都必须及时加以关注，并研究它形成

的原因以及预防的措施，以期能够正确认识此类案件，为立法的完善起到推动作用。 

2. 个体恐怖性犯罪概念界定 

2.1.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界定 

个体通常是某个物体的计量单位，或称个人，一般指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中的特定主体。我们这里

以个体作为个体恐怖性犯罪的主体，主要在于强调此类犯罪的个人目的性，如报复社会、发泄怨气与不

满等其他个人目的，从而能从主体上将此类案件与其它相似案件进行区分。 
恐怖性犯罪的科学界定是我们研究个体恐怖性犯罪的逻辑起点。所谓“恐怖性”，其实就是人的生

命或财产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一种内心胆怯的心理状态[1] [2]，这种心理状态是基于犯罪分子的暴力或者

以暴力相威胁而给人造成的一种压力或威胁；所谓“犯罪”，其实是犯罪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所以在犯

罪学视野下我们界定恐怖性犯罪那就必须是符合犯罪学“犯罪”定义的行为。就此而言，“恐怖性犯罪”

就必须是在“恐怖性”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种犯罪、是符合犯罪学“犯罪”定义的一种行为。具体概括恐

怖性犯罪其实就是犯罪分子为了达到某些恶性目的而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迫使不特定的多数人

产生一种胆怯的、恐怖性的心理状态的一种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这里所说的个体恐怖性案件，是指犯罪主体为个人、犯罪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

犯罪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一系列恶性刑事案件的总称。 

2.2.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特点 

2.2.1. 犯罪主体为个人 
所谓犯罪主体就是具体实施危害行为的人，是犯罪行为发生的主导因素。对于个体恐怖性犯罪而言，

它的犯罪主体为单一的个体或者说是个人，这也是较之于恐怖性主义犯罪的组织性相区别。恐怖性主义

犯罪是在组织的支配下进行的以制造社会恐怖性为目的的社会犯罪行为，而我们这里研究的个体恐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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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它的主体为个体，这也就说明这类犯罪的形成是主体在个人思想的支配下造成的犯罪，虽然也会

给社会造成恐怖性的气息，但是由于主体的限制因素，个体恐怖性犯罪远远不会达到恐怖性主义犯罪的

程度和破坏力。 

2.2.2. 犯罪主体多来自社会底层 
在当今社会变革发展时期，虽然一直在强调拉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但是就我国目前社会的

现状而言，贫富差距依然很大。贫富差距大的最大表现就是，会造成一部分人特别富有、一部分人特别

贫困，而且贫困的人会越来越贫困、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这样的一种落差势必会使社会底层的贫困人

员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生活上都难以接受，这也是造成社会恶性案件频发的最主要经济因素。因

为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很可能会因为经济拮据、工作不顺心等因素就产生一种

特别的压抑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催动下，如果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善，不良心理得不到解决和发泄，就容

易诱发对社会、对富者的强烈憎恶和报复心理，从而导致最终的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 

2.2.3. 犯罪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 
个体恐怖性犯罪侵害的对象是广泛而不特定的，这种随意性也就增加了个体恐怖性犯罪所具有的恐

怖性性[3]。尽管具体的个体恐怖性犯罪侵犯的是某些特定公民的个人权益，但是犯罪者并没有将他们进

行归类而是直接将这些人当作社会的普遍成员来加以侵害的。所以，在实际案例中所有的公民不管是政

府人员还是普通劳务者、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学生都有被害的可能。由此而言，如果没有任何人会成为

特定的攻击目标，那就意味着在个体恐怖性犯罪的情形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所以，个体恐怖性犯

罪给社会造成的这种恐怖性的气息和影响应当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 

2.2.4. 犯罪的危害后果严重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危害后果，不仅包括对不特定的多数社会成员产生精神上的严重危害后果，还包

括对具体犯罪的实施对象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这种危害结果的特征之一就是往往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和严重的财产损失。例如，2010 年 3 月 23 日，福建南平小学凶杀案，造成 9 人死亡，4 人受伤，且伤亡

人员均为南平实验小学学生；再如 2014 年 7 日 5 日，杭州公交纵火案，造成 30 多人受伤，其中重伤 15
人等等，这些实际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案件，都无一例外的证明了个体恐怖性犯罪后果的极度破坏性和严

重性，它不仅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还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恐慌之中，使人们普遍

丧失了正常生活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感。 

3.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成因 

3.1. 社会原因 

即个体生活所处于的整个宏观的社会大整体，社会原因直接影响着个体生活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

生活态度。人的心理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反映，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其实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各种

不良的、消极的因素在犯罪人头脑中形成的各种错误的反映，客观现实是犯罪心理萌发的源泉[4]。影响

个体恐怖性犯罪心理形成的社会因素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3.1.1. 社会保障的缺失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的好坏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建

立健全是成正比的。经济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层次又与

犯罪人的心理密切相关。因为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们相互生活间

存在经济不平等，或者某些个体因为失业、贫困等原因生活不济，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者社会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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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时给予适当的社会保障，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消极、悲观心理现象，这些心理现象如果处理不

当，就极其容易诱发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心理。 
例如福建南平郑民生案件，多年的经济拮据局面，让他仇视社会、仇视富裕，郑民生就是想把这些

“非富即贵”人家的孩子当作报复社会的目标。据郑民生的同事介绍，郑民生平时为人亲和，工作踏实，

自从失业、以及后来屡次找工作受挫后，就变得精神恍惚、疑神疑鬼，最终酿成血案，造成 8 名孩子死

亡，5 名孩子重伤。如果郑民生失业后的窘境，有一套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后盾，让这一类生活的

社会底层的人，虽因失业、疾病或其他原因陷入贫苦，也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下获得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

那么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个体因为贫困而仇视社会、仇视富裕了。 

3.1.2. 文化观念的冲突 
文化，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当下，我国的改革

开放不断深入，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不仅仅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明显，由文化冲突带来的各种世界

观、价值观的冲突以及社会整体结构的冲突等等导致我们对待问题的看法开始多元化，开始有了新的视

角，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不再统一[5]。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这些负面价值观的出现，导致价值主体需

要方式的异化，从而偏离了社会正常轨道。 
观念，也可以说是观念环境因素，它和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等等。不同的观念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和生活态度，两方发生冲突就很可能导致犯罪，比如

说，在“老实人吃亏”的错误社会心理下，很有可能个体受到不公正待遇就会孳生报复他人、报复社会

的心理，从而导致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例如赵承熙案件，就是最典型的文化观念冲突下造成的个体

恐怖犯罪案件。赵承熙以移民身份踏足异乡践行美国梦，却最终因文化的冲突、观念的不一致、人际交

往的疏离而使赵承熙难以适应社会个人角色的转变而导致惨案的发生。 

3.1.3. 纠纷未得到合理有效解决 
纠纷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冲突方式，合理有效的解决纠纷是每一个个体能够正常

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纠纷它不仅直接关乎纠纷当事者以及其他纠纷相关人的

生产生活是否能继续正常进行，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于法律制度解决人民利益纠纷的看

法与态度。所以，纠纷必须及时合理有效的解决，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才能给人们创造一个和

睦的生活环境。纠纷一旦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就极易诱发纠纷利益受损者仇视社会的不公，仇视社

会公权力，从而萌发挑战公权力和公共利益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个体恐怖性犯罪高频发生的原因根源

所在。 

3.2. 主体周边环境原因 

主体周边环境就是指个体生活的微观上的具体环境因素，包括主体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等等，主

体周边环境与主体联系最密切，因此更为直接的影响着个体恐怖性犯罪主体心理的产生。在这里，我从

最主要的三个方面来分析。 

3.2.1. 家庭问题突出 
家庭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单位。良好的家庭生活状况，是一个个体健康人格形成的必备

要素。反之，不良的家庭环境势必会严重影响个体犯罪心理的形成，特别是对于人格成长时期的青少年

而言更为突出。 
我们经常意义上所说的不良家庭环境状况大致包括：家庭结构的缺陷，因为死亡、分居、离婚等等

原因，造成家庭结构失常[6]；家庭状况复杂，包括独生子女、多个子女、非婚生子女等家庭成员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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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轨家庭，即家庭成员中有不道德的行为或者违法犯罪行为的；家庭人际关系处理状况，包括父母

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不和谐造成的不和睦家庭、情感冷淡的家庭等等；教养

有缺陷的家庭，包括过度溺爱、过度纵容、护短、虐待、专横；还包括有精神障碍者的家庭等等。例如

洛效记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7]。 

3.2.2. 工作逆境 
与个体恐怖性犯罪心理形成有密切关系的工作因素可分为有工作和无工作两种。无工作的人不仅经

济困难，而且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保障、前途渺茫、生计无望因而特别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同

时，也会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失望、无所事事、精神空虚，产生颓废的消极情绪，这种心理状态极易受

到外界的不良影响，而产生报复犯罪心理。有工作的个体可能会因为工作上的种种不顺心，比如说职工

与其它职工或者与领导之间产生矛盾冲突、以及领导者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意见不一致的情况等，如果

不能有效合理的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就很有可能使矛盾激化，让当事者产生仇恨、怨恨、报复心理。

例如，毒饺子制造者吕月庭就是因为对工作的不满、对工资的不满，而且对个别同事有怨愤情绪，为报

复社会，向成品饺子投毒[8]。 

3.2.3. 人际交往疏离 
不良的人际交往往往主要在主体周边生活圈中体现，它对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心理形成的影响是至关

重要的。人际交往是每个正常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人际交往的缺失和疏离会让主体心理上承受莫

大的压抑感，会认为自己被这个社会所孤立、所不认可。久而久之，这种疏离就会使主体产生对周围人

群乃至整个社会的厌恶和反感，当这种厌恶和反感达到一种程度以后，主体无法承受，演变成仇视社会、

仇视他人，那么这种心理需要发泄，往往就会走上个体恐怖性犯罪之路，以报复社会、报复人类来寻求

心理上的满足和泄愤。赵承熙案件就是最好的典型，正是因为以移民身份踏足美国，社交孤立、人际疏

离、难以适应个人角色的转变而引发枪杀案，此案件还曾被《洛杉矶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称为是自 2004
年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校园袭击事件[4]。 

3.3. 个体自身原因 

3.3.1. 性格偏执易冲动 
性格是一个主体在社会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对人、对事的态度和习惯，一定意义上讲，性

格也是一种心理构成，是主体对社会意识反映的一种复杂的、稳固的心理构成。但是我们讲到性格，不

管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怎样的倾向，它的实质都是常态的，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映。对于个体恐怖性

犯罪而言，犯罪人的性格缺陷一般都比较突出，多具有较为典型的负向性格，以偏执、冲动为主，还包

括固执、任性、敏感、爱钻牛角尖；易受暗示、易激惹、自制力较差；冷酷、残忍、缺乏同情心；爱面

子、虚荣心强、唯我独尊等等。具有这些性格特征的人往往遇到挫折或者不顺心，更容易产生对社会的

不满情绪，而演变成报复社会、发泄愤怒的个体恐怖性犯罪。例如熊振林案件，案发后其前妻就曾说他

性格偏执、武断，不大与人交往，脾气暴躁、报复心强；再比如无锡致公交班车纵火案制造者董川生，

就案发后期同事介绍，也是性格偏执、心胸狭隘，仅因琐事滋生怨恨而作案。由这些案件也就能充分说

明一个人的性格过于偏执、易冲动也是容易诱发个体恐怖性犯罪案件的根源之一。 

3.3.2. 人格障碍 
人格也就是主体的个性问题，即指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与前文性格不同的是，人格的障碍一般

属于非常态。人格以先天遗传为基础，然后再辅以社会化过程，通过个人的实际生活实践逐步形成个体

独有的特征。人格一旦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就会固定下来不易改变，这也是我们区别主体特性的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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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格障碍，就是主题在社会化实践过程中，人格发展偏离正常轨道，从而不能

正常的适应社会基本生活状况，也叫做人格的病变、人格的异常等等[9]。人格障碍的类型主要包括反社

会型、偏执型、情感异常型、爆发型等。其中具有反社会型和爆发型人格的个体更容易在外界的刺激下

产生个体恐怖性犯罪的犯罪心理。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往往冷酷、无情、心境易变；具有爆发型

人格障碍的人常常会因为微小的刺激而爆发非常强烈的愤怒情绪和冲动行为，而且自己完全不能控制。

所以这两类人格障碍主体的人更容易形成个体恐怖性犯罪的犯罪心理[6]。 

3.3.3. 长期的挫折感 
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个体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导致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发生相应的改变，而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主体也正是因为生活上、学习上或者工作上、人际交往中长期受到的挫败感，导致长

期精神压抑，严重者还可能会导致精神疾病，这也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变态状态，例如早期的马加爵案件

就是一个典型。这种类型的个体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严重失常，丧失了正常的理智和行为反应。对周边

人的行为和做法不理解、认为自己不合群，导致心理备受折磨，严重情况下往往还会产生一些病理心理，

如妄想、思维逻辑障碍、意识朦胧等。在这种挫败感的长期积淀下形成的心理，也往往使个体自己在极

端情况下变得愤懑、怨恨、需要发泄，所以表现出各种离奇、荒谬或者对自己和他人危害严重的行为，

这也是个体恐怖性犯罪高发的原因之一，因此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4. 个体恐怖性犯罪的预防 

4.1. 从社会层面预防  

4.1.1. 宏观社会预防 
所谓宏观社会预防就是国家运用其职能减少、制止个体恐怖性犯罪现象的发生。具体措施有以下几

点： 
1) 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健全，克服发展弊端，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变革。我国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总体上是优越的，但是也难免在某些具体制度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或者瑕疵，这些缺陷或者瑕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这也是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制度性因素瑕疵，我们必须要加快社会公共管

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因为这一点不仅仅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防止个体恐怖性犯罪发生的重要措

施[10]。 
2) 正确引导社会文化的变革，从而实现社会价值的统一和重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准则和

行为模式，它不仅以“社会意识”[11]的形式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而且作为社

会结构中的精神因素而深刻制约着社会的结构模式。就个体恐怖性犯罪而言，正确的良好的文化价值观

会促使人们相互之间友爱互助，对于矛盾的产生也能及时的以健康的方式去解决，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

影响着人们处事对事的态度和方法。对于文化的正确社会变革更能从本质上减少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 
3) 不断完善社会文化大环境，从而为每一个人的发展创造一个健康的人格。一个人是否能具有健康

的人格，在其成长过程中与社会文化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所起到的正是一种重要的潜移默化的

作用。因此，对于个体恐怖性犯罪的预防，我们就必须要着眼于完善社会文化环境，去创造一个最有利

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控制个体恐怖性犯罪心理的形成。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才

是健康的有益的社会文化环境呢？必须要公平、正义、民主，必须要讲究法治，人人知法懂法守法，也

只有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调节个体的心理环境变化，引导个体走上正确的心理历程，而不

是一遇到某些委屈就产生对社会、对人类的不满和仇恨。社会文化环境的规范着重于主体内心的道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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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相较而言，它比物质规范更能从精神上让主体自主的、积极的约束自己的行为。 

4.1.2. 微观社会预防 
微观社会预防主要是以主体为中心，以与主体密切相关的周边环境为着眼点来预防个体恐怖性犯罪

的发生。大致可从以下几点来进行： 
1) 通过社区预防。社区是人们生活其中的与外界联系的最密切的外界环境，每一个主体都生活在一

定的社区之中，它承载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情感，并以最普遍的邻里关系体现出来。社区参与个体恐怖

性犯罪预防的做法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可以开展一些安全小区活动，比如开展警民联

防活动，开展有益身心健康和增强社区集体情感的文化、体育活动等；第二，开展社会工作和社区服务，

例如开展扶困助残活动、兴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等；第三，可以制定一些城市文明公约、社区公约等群

众自律性的行为规范，从而提高群众的自律性、自觉性[12]。 
2) 家庭教育预防。父母和家庭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家庭不仅仅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更是一个教

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影响着儿童从出生到成长的全过程。为了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职能和个体

恐怖性犯罪的社会预防功能，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应当注意：父母家长首先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与文

化修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谈举止、生活方式；其次，还必须注意培养良好的家风；再次，家长还应当

讲究教育方式，管教方式应当是民主宽容的，而不应当是独断放纵的或者暴力的；最后，应当不断地调

适夫妻子女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家庭结构的稳定和家庭气氛的和睦，以便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4]。 
3) 学校教育预防。学校作为专门传授知识的场所，对主体人格的健全更是起到最直接、最主观的影

响。因此，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执行者，学校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个体恐怖性犯罪的预防机构之一，其职

能和家庭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同样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不同点在于，家庭教育

讲究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学校教育则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客观的对学生施加影响，学生有

意识有目的地接受这种影响。实际上，学校教育阶段是儿童加入社会之前的预备期，在这个阶段内，他

们不但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且要掌握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形成自己的人格[13]。所以，学

校教育对于我们预防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其实质也就是培养一个具有健康人格的个体，从而从源头

上减少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 

4.2. 从主体自身层面预防  

从主体自身层面预防，也就是将着眼点放在每一个个体的自身人格发展和心理发展的层面。每一个

主体的心理活动内容都是复杂而多变的，它既包括积极因素，自然也包括消极因素，只不过对于普通人

而言，积极因素较之于消极因素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对于个体恐怖性犯罪者而言，确是恰恰相反，

个体恐怖性犯罪者的心理都是消极的、悲观的心理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种主导地位并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通过时间的慢慢沉淀积累，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当这种局面达到主体无法承受的状态时，就会

最终得以爆发。就此而言，我们要从主体自身层面预防个体恐怖性犯罪，就必须要加强对主体社会化过

程的监督，虽说主体的心理过程无法细致深入探查，但是每一件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却都是有迹可循

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强主体在面对一系列不平常的事情的时候的“免疫力”，从而可以抵御外来的不

良因素的侵犯。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具体执行。 

4.2.1. 加强自我修养 
个人的自我修养是指建立在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事、对人的实际

态度和做法。一个人自我修养的层次直接决定着个体在遭受外界挫折或压力时的价值选择。有些人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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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报复、泄愤的心理，把所有原因归结于社会或者他人，也有些人会通过正常、合理的方式释压，因此

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人遭遇类似的问题会作出不同反应的原因。所以，主体一定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

加强自己面对挫折和压力的勇气，即使遇到问题，也要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 
综上所述，我认为加强自我修养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三观”，才能在对待事物、对待他人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才能作出正确的抉

择。其次，还需要增强主体适应社会的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控制自己、约束自

己，包括控制自己的脾气和情绪，遇事不冲动，冷静寻找解决途径。最后，主体还必须要有合理的释压

方法，在面对压力和坎坷的时候，纾解压力、及时发泄也是一种自我调节手段。只有做到这些，主体才

能具有较强的抵御外界不良刺激的能力。 

4.2.2. 善于自我调节 
主体的自我调节是主体凭借自身的防御系统，自我主动的控制、克制、约束的行为。作为个体恐怖

性犯罪心理预防主体的个人，必须要善于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首先，要善于自我调节情绪，找到

恰当而合理的方式来宣泄情绪，而不能过于冲动、暴躁。“由于一个人，属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他就要

顾及到以何种形式可以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意、恼怒、高兴、忧愁”[12]。实际生活中，很多的个体恐怖性

犯罪就是在情绪调节丧失或者失调的情况下发生的。其次，要善于进行自我调节需求，也就是要能够把

主体自身的需要、需求控制在社会允许或者适当合理的范围内，从而避免内心的压抑和折磨。再次，要

善于调节自我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在灵活性的基础上要有明确的规划，防止漫无目的的行为导致的茫

然感，使自己的心理产生不良的变化。最后，还要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情趣不断升华。 

4.3. 从法律层面预防  

法律是社会控制的最底线，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宁秩序能够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从

法律层面来预防个体恐怖性犯罪，靠的是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1]，因此，更具说服力和威慑力。同时，

从法律上来预防个体恐怖性犯罪的发生，也能让群众从思想上重视起来，真正意识到个体恐怖性犯罪的

危害。通过法律层面预防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4.3.1. 通过立法预防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具体的罪名对个体恐怖性犯罪进行单独规制，所以个体恐怖性犯罪就缺乏了

具体而明确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我国刑法对于个体恐怖性犯罪是以其具体作案手段予以单独罪名进行

规制，如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决水罪等，都被列入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之

中[14]，这就导致个体恐怖性犯罪未能受到独立的、应有的、与其犯罪实质相匹配的惩罚，导致立法缺陷。

所以，基于个体恐怖性犯罪的特点以及危害性，应当从立法方面来将其归纳到刑法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

的罪名，这样不仅能够完善立法，同时也能使社会公众更全面的了解个体恐怖性犯罪，从而从源头予以

遏制。 

4.3.2. 通过法律宣传和教育来预防 
必须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这里不仅应当包括对个体恐怖性犯罪的案例进行宣讲普及和法律知识的

宣传，还应当努力使社会公众形成对个体恐怖性犯罪的严重后果的正确认识从而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和

守法观念[15]。因为个体恐怖性犯罪案例的宣讲和教育，很可能并不能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它的危害性，很

多人会认为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只有让社会公众形成一种自觉遵纪守法的心态才能从源头上遏制个体

恐怖性犯罪的发生，而且同时也会增长公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勇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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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体的做法而言，可以利用社区拉横幅的方式进行宣讲，或者以各基层法庭定期开展讲座的形式

来普及，也可以利用社区电影播放的方式让个体恐怖性犯罪的案例宣传活动作为一种群众茶余饭后的学

习兼娱乐活动等等，从而方便群众理解和潜意识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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