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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 “三车”案件侦查对策研究

●刘　龙

　　

[摘要]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简称“三车”)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随之出现了盗窃“三

车”案件.由于各种因素的困扰,在侦查实践中该类犯罪的破案率不高,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方面存在一些

问题.为提高打击此类犯罪的效能,公安机关应当提高对盗窃“三车”案件的重视程度,加强侦查经营,将视

频侦查与传统侦查方法相结合,不断提高视频侦查技战法.同时,公安机关还应当重视追赃工作,强化对赃

物控制,严厉打击收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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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简称“三车”)因价格

便宜、驾驶方便、不受堵车困扰等优点，已成为人

们短途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尤其是电动自行车，随着电

池、电机等技术的进步，近年来电动自行车需求量迎来爆发

式增长。 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我国电动车的销量已连续三年超

过４０００万辆。 随之而来的是盗窃“三车”案件的出现，这

不但给人们造成了财产损失和出行的不便，也影响了人们的

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 本文从侦查实践出发，以

Q市C区２０２３年发生的盗窃“三车”案件为例，深入分析

了盗窃“三车”案件的特点，侦办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

对性的侦查对策。

盗窃“三车”案件情况

Q市C区地貌由低山丘陵和平原低洼两部分组成，适宜

骑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 C区经济较为发达，常

住人口高达１２０余万人，“三车”的保有量很大。 盗窃“三

车”案件多发生在大中型城镇以及人口密集和流动性大的场

所，C区盗窃“三车”案件发案常年居高不下。 以２０２３年

为例，C区公安机关共行政受理盗窃“三车”案件５４８起，

刑事立案３４起，同期C区共行政受理盗窃案件１９０９件，刑

事立案２０１件，盗窃三车类案件分别占行政、刑事盗窃案件

的２８．７％和１６．９％，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盗窃“三车”

案件已成为侵害公民财产权利的最主要违法犯罪行为之一。

从打击效能上看，２０２３年C区公安机关共行政处罚３５名、

刑事处理３４名盗窃“三车”的违法犯罪人员，破案率仅为

１１．７％，这说明公安机关对盗窃“三车”案件的侦查破案工

作亟须加强。

盗窃“三车”案件的特点

(一)作案人员特点

盗窃“三车”的犯罪主体呈现职业化和泛化的特点。

该类犯罪职业化的特点突出体现在因盗窃“三车”被公安机

关多次打击处理的前科人员比重较高。 这些群体大都没有

正当职业，被打击处理后难以改正，重新犯罪概率很大。

另外，由于该类犯罪作案方便、易实施，对作案工具和犯罪

技巧的要求不高，犯罪主体受年龄、学历、职业等因素的限

制低，一些初次盗窃人员选择盗窃“三车”，犯罪主体泛化

趋势明显。

(二)犯罪的时间和地点

盗窃“三车”犯罪发案时空具有相对集中性。 犯罪主

体大多选择在晚上或者凌晨作案，这个时间段社会治安防控

力量相对较弱，人流量相对较少，作案风险小，不容易被发

现。 盗窃高发于居民小区、工厂及商业中心等公共场所的

路边、车棚等“三车”摆放相对集中的地方。 这些地方停

放车辆数量多，人员流动快，犯罪主体盗窃时不容易引起关

注，少了一两辆也很难被发现。

(三)犯罪具有系列性和流窜性

犯罪主体往往手头拮据，需要连续盗窃以满足自身需

求。 一旦开始实施盗窃后，往往很难收手，会在短时间内

频繁作案，形成犯罪惯性，最终发展一偷一片的系列盗窃案

件。 同时，该类犯罪流窜作案趋势明显，犯罪主体为逃避

公安机关的打击，往往跨市、县管辖范围作案。

(四)作案手段

一是顺手牵羊，推车盗窃。 一些车主防盗意识差，短

时间停留时不锁车，甚至不拔车钥匙，被不法分子趁机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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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二是暴力开锁。 犯罪分子利用俗称“沙丁”的自制

“T”型工具从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钥匙孔插入，暴力破

坏防盗锁芯后盗走车辆，或使用工具直接剪断自行车的车锁

后将车骑走。 三是接线开锁。 这种情况一般是有一定电工

基础的犯罪分子所为，犯罪分子携带电工工具，将电动车控

制器重新接线以启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五)销赃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盗窃“三车”犯罪的销赃方式

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特点。 一方面，

废旧金属收购业、车辆修理业、二手车交易市场等传统销赃

行业和场所依旧是销赃的重要渠道，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利

用专业技能，改装被盗“三车”重新销售。 另一方面，随着

互联网以及寄递物流业的高速发展，部分犯罪分子已开始利

用网上交易软件、快递行业等进行快速销赃。

盗窃“三车”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盗窃“三车”案件重视程度不够

被盗“三车”普遍价值不高，该类盗窃案件被基层办案

单位视为小案，观念上认为和大案相比难以凸显工作成绩，

加之基层警力、资源不足，导致案件打击不力。 然而，该

类案件通常由一人或一伙人连续多次实施，流窜作案普遍，

串并起来往往“小案不小”。 实践中也不乏因查破盗窃“三

车”案件为刑事大案的侦办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的例子。

(二)传统的个案侦查模式难以跟进新的犯罪趋势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盗窃“三车”的案件呈现出团伙

性、系列性、流窜性的趋势。 但在侦查实践中，该类案件

仍主要采取“发一案破一案”的传统侦查模式，缺乏行之有

效的手段串并案件，打击效能较低。 该类案件串并率不

高，一方面，是由于案件高发于夜间、现场遗留的证据较

少、部分犯罪分子行窃时善于伪装等客观原因，导致案件的

串并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由于绩效考核等因素，各个警

种、各个地区生怕自己的案件被别人破掉，情报信息交流不

多，主动串并案件的意愿不强。

(三)侦查中过度依赖人脸识别技术，忽视传统侦查方式

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视频侦查的重要手段，

在侦查破案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盗窃自行车的案件

多发于街面，嫌疑人面部、体态特征容易被监控捕捉，侦查

人员通过该技术确定嫌疑人破获了大量案件，但也导致了侦

查人员对该技术过分依赖，案件未能根据视频确定嫌疑人时

便陷入僵局。

(四)追赃和打击收赃工作不力，赃物控制薄弱

在盗窃案件中往往存在犯罪分子—收赃者—购赃者(终

端消费者)之间的利益链条。 从某种意义上说，收赃者、购

赃者助长了犯罪分子的盗窃欲望，是犯罪行为的催化剂，对

盗车行为的滋生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打击

收赃者、购赃者，做好赃物控制是铲除盗车行为滋生土壤的

必要措施，但在侦查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打击收赃者、购

赃者的效果并不理想。

应对盗窃“三车”案件的措施

(一)重视小案侦破，全警协作形成打击合力

各地公安机关应从人们最关心的财产安全问题入手，树

立“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的理念，思想上重视小案侦

办，适当提升小案侦办在业务考核中的比重，发挥考核的导

向作用。 在案件办理中应加强各地刑侦部门之间、刑侦部

门与基层派出所之间的协作。 该类案件多为异地作案，嫌

疑人流窜不定，各地刑侦部门之间应当打破区域壁垒，定期

互通情报和案件线索，共同打击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 实

行“所队协同，捆绑考核”，在绩效考核中将刑侦部门与基

层派出所捆绑，实现“全警上阵，合力打击”。

(二)加强侦查经营，提升打击效能

侦查经营是指侦查主体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为了实现特定的侦查目的，以“线索、证据、人员”为中

心，对某些特定案件采取不立即查处的方针，通过综合运用

经营策略和侦查措施，查明案件全部事实，完善证据体系，

实现案件整体移诉的一种侦查方式。 该类案件犯罪分子职

业化趋势显著，通常派出所只能对嫌疑人作出治安处罚，无

法有效威慑犯罪分子，打击效能低。 因此，在适当的情况

下，侦查机关在发现嫌疑人作案后，可以不急于收网抓人，

而是通过跟踪守候、视频追踪、信息研判等手段对其开展秘

密侦查，摸清犯罪分子的活动规律、同案人员及销赃渠道等

情况，待时机成熟再统一收网，以此实现规模化、累进式的

打击。

(三)创新视频侦查的技战法，建立系统的技战法指导

体系

当前，各地侦查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在办理该类案件中

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技战法，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以图

搜人”和“以图搜图”。 所谓“以图搜人”，是指根据视频

监控捕获的嫌疑人面部照片，在人员信息库中检索，以确定

嫌疑人身份。 所谓“以图搜图”，是指在不具人脸识别条件

的情况下，依据嫌疑人驾驶“三车”的画面或行走的身体画

面，利用图像的结构化特征，在视频资源库内搜索嫌疑人正

面清晰图片并以此锁定嫌疑人身份的方法。 侦查人员还利

用“一人多骑”进行案件串并，即在视频资源库内检索嫌疑

人骑行不同“三车”的图片，结合案件信息进行串并。 另

外，视频步态识别技术在侦查中也已逐步应用。 但这些方

法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较弱，其应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有限，多

数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体系，侦查部门需要进一步提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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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形成系统的技战法指导体系来指导实战。

(四)将视频侦查与传统侦查方法相结合

(１)将视频侦查与现场勘查相结合。 根据侦查实践，嫌

疑人在实施盗窃时大都佩戴口罩、帽子等以逃避侦查，但当

嫌疑人逃离现场后逐渐放松戒备，往往会有摘下口罩抽烟、

吐痰等行为，进而被监控抓拍到其面部特征。 因此，侦查

过程中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快速摸清现场的方位，确定嫌疑

人前往和离开盗窃现场的行进路线，为进一步调取监控信息

确定方向。

(２)将视频侦查与调查访问相结合。 视频监控对社会的

全面覆盖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监控

盲区。 对于中心现场没有监控视频的案件，通过调查走访

通常可以获取案发时间、犯罪分子体貌特征、犯罪分子逃跑

方向等信息，为侦查人员扩大侦查范围，在现场外围发现视

频监控提供条件。

(３)将视频侦查与跟踪守候相结合。 在侦查经营模式

下，为进一步串并案件，可以根据图像所反映的犯罪分子的

活动规律及体貌特征，在其可能再次行窃的作案场所或途径

的路线进行守候。 与此同时，可以利用视频监控对重点犯

罪嫌疑人进行人脸布控，以及时掌握犯罪分子的动向，发现

其有逃跑迹象时迅速闻警而动。

(４)将视频侦查与讯问相结合。 视频图像资料具有客观

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犯罪过程，是打击犯

罪分子侥幸心理、揭露谎言的有力武器。 相关人员在讯问

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使用视频图像的时机，只有出示的时机正

确，才能有力地摧毁犯罪分子的狡辩。

(五)加大追赃和收赃打击力度

要改变“重打击、轻追赃”的现实局面，就要适当提高

追赃工作在考核中的地位，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考核制度

和奖惩机制。

面对拒供或虚假供述销赃行为的犯罪分子，在审讯中应

当注重说服教育和情感感化，通过法律、政策、形势和道德

教育，使犯罪分子认识到配合民警找回被盗车辆返还被害

人，有助于取得被害人谅解，争取从宽处理，并激发犯罪分

子的良知，使配合民警追赃为受害人挽回损失成为其内心的

自觉行为。 同时，侦查人员还应当全面收集犯罪分子活动

轨迹、视频资料等证据，调取移动支付、网上售卖、寄递物

流等相关记录，利用证据迫使犯罪分子如实供述销赃过程。

(六)创新传统控脏方法，加大网络赃物控制力度

公安机关应加大对废旧金属收购业、车辆修理业、二手

车交易市场的规范管理。 公安机关应联合工商等部门共同

执法，取缔非法经营的场所。 通过教育培训、法制宣传等

方式，提高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和守法经营守法观念，要求从

业人员建立二手车辆收购的一车一档，详细登记车辆品牌、

型号、电机号、车架号等信息，并建立从业人员微信群，在

群内及时通报被盗车辆的上述信息，实现被盗车辆信息的透

明化。 这可以提高收赃的法律风险，有利于引导从业人员

放弃收赃。

加强对“三车”的管理，特别是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的管理，应当参照汽车建立全国统一登记管理系统。 值得

注意的是，２０２１年实施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安全要求》(GB２４１５５－２０２０)后，各省份陆续出台政策对电

动自行车登记挂牌，为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登记管理电动自行

车创造了条件。

适应销赃形势变化，加大网上控赃力度。 侦查机关应

当加强对各类网络交易软件、交易网站、即时通讯软件等进

行监管。 一旦发现所出售的“三车”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

格或有其他交易异常行为等情况，应当及时关注并进行

研判。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盗窃“三车”案件的侦查存在诸多的难题。

相关部门要想有效破解其中的难题，提高侦破效率，就必须

积极地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未来盗窃“三车”案件的侦

查将更加趋向智能化和精准化，各种先进技术的应用必然能

够提高破案率。 同时，相关部门还需要积极营造全民参与

治安的氛围，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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