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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前言 

本改进草案为 CEN/TS 14383-3:2005 的官方英语版本。 

 本出版物不视为是一份英国标准。 

本出版物是以出版物改进系列草案形式发布的，因此其具有临时性质，因为技术

规范状态建议给所有国家机会来比较经验和协调程序。本草案应以该临时性基础来进行应

用，以可以获得其实际应用的信息和经验。 

要求对使用本草案进行解释，以使得 UK 经验可报告给欧洲负责组织，而将其转换为一

份欧洲标准。本出版物发布之后，将由欧洲组织在 2 年内对本出版物进行审核，以使得在 3

年期限末期对出版物状态可以进行决定。审核周期开始的通知将在相应版本的更新标准中公

布。 

    依据审核期间末期收到的回复，BSI责任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支持其转换为一份欧洲标

准，以延长本技术规范的寿命，或者取消本技术规范。书面说明应寄给BSI分委员会“建筑物

的安全”B/209/10的秘书处，地址：British Standards House,389 Chiswick High Road, London W4 

4AL，同时给出引用文件和章节号和建议，当可能时，给出正文发生的相应修订。 

代表该分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清单可向其秘书处索取。 

横向参考 

本文件里提到的补充国际或欧洲出版物的英国标准，可以在英国标准学会标准目录的

“国际标准对应索引”节里找到，或通过使用英国标准学会标准电子目录的“查找”功能找到。 

本出版物不包括合同所有的必要条款。使用者有责任正确应用本出版物。 

页码摘要 

本文件包括封面，内页封面，CEN/TS 标题页，第 2 到 55 页和封底。 

本文件中显示的 BSI 的版权通知表示文件 后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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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规范（CEN/TS）已于 2005 年 5 月 24 日经 CEN 批准。 

CEN/TS 有效性周期开始限制为三年。在两年之后，将要求 CEN 成员提交他们的意见，

由于是对于是否能将本 CEN/TS 转化为一份欧洲标准作出说明。 

要求 CEN 成员采用与一份 EN 相同的方式来公告本 CEN/TS 的存在性，同时在国家层

级上可以适当方式快速获得本 CEN/TS。允许保持冲突的强制国家标准（平行于 CEN/TS），

直到 终决定可以将本 CEN/TS 转化为一份 EN。 

CEN 成员为下述国家的国家标准团体，即：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爱

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

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

士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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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 CEN 技术规范（CEN/TS 14383-3：2005）由 CEN/TC 325“城市规划设计的犯罪行为

预防”技术委员会负责起草，该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受 SNV 管理。 

技术规范状态打算给所有国家机会来比较经验和协调程序。特别地，附录给出的指南要

求必须进行应用测试，以确定可靠的安全级别。 

本技术规范为一个通用标题“犯罪行为预防—城市规划和建筑物设计”下的系列标准，其

包含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特殊术语定义 

第 2 部分：城市规划 

第 3 部分：住宅 

第 4 部分：商店和办公室 

根据 CEN/CENELEC 内部规定，下列国家的国家标准组织必须实行本欧洲标

准：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

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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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考虑犯罪行为预防的安全措施，住宅区的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可能性之后，

一个 困难任务之一就是确定威胁的类型和级别（例如故意破坏，盗窃，侵略），以

及确定为降低范围行为而将采取的措施范围。 

    已经对犯罪行为原因研究了很多年，这里有许多因素可能影响是否实施犯罪的可

能性。某些因素，例如社会经济条件超越了本标准的职权范围。其它因素，例如社区规划

和建筑设计可视为更特殊的目标加固措施。 

    已经采用三种基本的犯罪学方法：理性选择，日常活动和防卫性空间。 

    a）理性选择说明在决定实施某一犯罪行为之前，潜在罪犯将通常进行自身的风险评估。

他们将考虑正在看到的机会，进入容易性和不被发现逃逸的机会。 

    b）日常活动理论假设必须出现三个因素，才视为发生某一犯罪行为：一个有动机的罪

犯，一个合适的目标或受害者和缺乏防卫能力。为防止犯罪行为，有必要改变这些因素的其

中一个。例如，通过增加监控水平或者让进入更加困难来降低罪犯的动机。目标也可以通过

增加安全性或者转移到逃生路线来减小吸引力。类似的，防卫能力的存在或影响，不管是真

实的还是暗示的，都有助于创造和善的感觉。 

    c）防卫性空间理论适用于个人在不同类型空间存在的适当的不同接收水平。每个人在

公众空间都有权利，例如某条街道，但是没有权利进入另一个人的私人空间住所。在半公众

和半私人空间内对公众空间进行区分和鉴别都是同等重要的，以可以使用正规或非正规社会

控制来对这些空间进行管理，以防止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形成或阻碍进程。 

大多数犯罪实施的原因是犯罪者获得了机会，如：容易进入，隐藏空间，公众和私人空间之

间缺省分界，灯光较差和/或园林绿化太好。通过理解潜在罪犯的动机，同时通过特殊的物

理安全措施，并结合真实的或象征性的设计要素来抵消动机，本技术规范有助于帮助设计师，

规划师，地产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在犯罪行为预防区域： 

    a）定义现场 合适的保护措施。 

    b）影响建筑物设计相关决定，现场布局和其它相关细节，以提高住宅吸引性，居民安

全性，以及减小潜在罪犯的目标的吸引性。 

    在单个住宅和/或住宅区的居民区，目的不只是防止盗窃财产，也是为了防止不期望访

问者的进入，非法占有的空间，破坏环境和打击犯罪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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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环境的设计也可以影响个体对犯罪行为可能性的觉察（例如，在黑暗的人行道），

此时犯罪行为的觉察通常超过真实情况。 

    新建和现有城市区域（范围为从一条几米的街道到一个城市中心，一个工业园，或一个

大型公众开放空间）规划相关的建议在 ENV 14383-2 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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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预防—城市规划和建筑物设计— 
第 3 部分：住宅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旨在通过规划设计，为减少住宅及附近区域的人身及财产犯罪风险提出指

导及建议。适用范围涉及新建及现有的单体或连体住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下文件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一部分。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只有该

版本适用。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任何修改单）适合于本标

准。 

prEN 14383-1 犯罪行为预防—城市规划和建筑物设计—第 1 部分：特殊术语定义 

 

3. 术语及定义 

     prEN 14383-1 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技术规范。 

 

4. 目的及方法 

4.1 概述 

    每栋建筑的细节应重点考虑，但建筑物周边的设计布局对建筑本身产生的影响也十分

重要。这有时被称为‘Meso’层次，主要包括道路布局、基础设施及设施分布。设计组应由

城镇规划师、设计师、开发商及具有预防犯罪背景的专家组成，以确保在规划的初级阶段

将排除犯罪的设计因素考虑在内。 

    联合方式应考虑到能够减少犯罪几率的各种因素，其中 重要的因素是所有权、人的

出现及冲突 小化。 

    建筑周围公共区域的设计布局应鼓励居住者将该区域视为他们自己的，并主动承担相

关责任。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则犯罪和扰乱社会的行为将大大减少或持续发生（如果当地

居民不去理睬犯罪或扰乱社会的行为）。 

    注：阻止违法者 有效的因素是被看到或认出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出现和自然监控如此重要的

原因。混合使用时更容易达到这些因素，因为这可以延长一天中较长时间的活力及活动。公共设施的设计

不应阻挡视线，以便提供更大范围的自然监控。出于同样的原因，建筑入口应面向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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