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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犯罪目前已被国际社会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

害。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教育因素。预防青少年犯罪必须

通过普及家长教育等方式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同时加强学校教育，改善社会环

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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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一个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青

少年犯罪的原因，寻找控制和预防的有效方法，建立社会控制模式，对控制青少年犯罪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原因 

 

（一）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突出，形势严峻，已成为当前刑事活动中的热点问题。来自中

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 近年内，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

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

上。有许多人把青少年犯罪比作是继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之后的第三大污染。青少年犯

罪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低龄化 

北京市对去年在押的267 名未成年罪犯进行调查，从对犯罪的年龄统计中，15 岁

犯罪的有78 人，占29．2%;16 岁犯罪的有116 人，占43．4%。也就是说十五、六岁的

未成年犯罪占71．6%，这个年龄段被称为“易发犯罪的高危年龄”，又称“犯罪年

龄”。 

2．暴力化 

青少年犯罪的性质比过去严重，这不在于数量和比重，而在于犯罪的严重性、危害

性的增加。青少年犯罪的比重和程度都增加了许多。 

3．团伙化 

目前，3 人以上的团伙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东方网记者从杭州西湖

区法院了解到2001 年1-7 月份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80%都是团伙犯罪。团伙犯罪在一定

程度上又助长了犯罪实施时的暴力程度。 

4．智能化、成人化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手段上有些已经向智能化、成人化方向发展，并采用现代化的

一些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犯罪。具体表现在犯罪嫌疑人伪造证件、信用卡，利用高科技

手段破译和盗用他人密码窃取钱财等等。 



（二）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对于青少年来说，其生活环境由家庭、学校、社会三大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中都

有诱发犯罪的因素。 

1．家庭因素 

⑴家庭暴力的影响 

家庭暴力是施暴者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折磨、伤害或凌辱与压迫等强

暴行为，从而使受暴者屈从于施暴者。青少年既可以因为遭受父母的暴力侵害而受到心

灵、健康上的伤害，成为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者; 也可以因为目睹、生活在充斥暴力的

家庭中而得不到关注 

和照料，形成不健全的人格，变得充满敌意和恐惧，成为家庭暴力的间接受害者。如果

一个家庭存在暴力行为，对青少年的影响肯定是不利的。 

⑵家庭结构和功能异常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青少年社会化的关键载体。不健全的家庭自然结构就

预示着父母教育角色的欠缺，家庭教养功能的减弱，使家庭的凝聚力、控制力弱化，往

往潜伏着青少年走向犯罪的危机。自然结构不健全的家庭主要有三种类型:即残缺家庭、

破碎家庭和松散家庭。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在感情上远离父母和家庭，易于发展

到去社会上寻找精神补偿和刺激，寻求家庭外的感情安慰，呈现出一种家庭离心力，一

旦接触不良环境，就易于走向犯罪。 

⑶家庭教育方法不当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爱而无度，严之出格，养而

不教的家庭教育，往往使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恶化。这都不利于形成孩子对父母的依

恋，易使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亲情不适度，即亲情过剩和不足。

不适当的家庭教育有专制型、溺爱型、放任型几种，这类家庭的子女往往在上学中得不

到引导和帮助，成绩差，厌学心理重，易于辍学，加大了子女走向犯罪的可能性。 

2．学校因素 

除了家庭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控制机构——学校的社会形象也发生了变动。随

着我国的正式教育制度日益朝着应试教育的体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学校的社会

功能的日益萎缩。突出表现在与课程大纲学习和升学目标无关的其他教育活动的数量急

剧减少，质量也在下降;教育的目的被扭曲，导致青少年在学校中的社会化过程不完整，

学校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在逐渐下降。 

3．社会因素 

⑴社会生存环境的不良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产业结构与社会财富分配正在不断变化，贫富差

距逐渐扩大，这种变化给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化带来了重大影响。从近年来的

刑事犯罪案件看，因为贫困而导致青少年侵财型犯罪已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另外

预防犯罪的社会控制体系不健全，导致了青少年自我约束的弱化，一些青少年为了追求

腐朽的生活方式，过早涉足对他们不宜的领域，并因此迈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⑵大众传媒中不良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不良文化和西方腐朽没落思想，通过大众传媒迅速在我国泛滥，

充满色情、凶杀内容的画刊、图书影像充斥文化市场，很容易诱导青少年走向犯罪。对

判断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而言，媒体所展现的暴力镜头很可能造成其盲目的英雄崇拜。

尤其是近年来许多不法青少年通过网络实施犯罪的案例越来越多。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控制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长期的、庞大的、系统的社会工程，牵涉到社

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 

（一）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人格品质和思想品质的形

成。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普及家长教育 

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是每

个做了父母的人就一定会做好父母。家庭结构失调、家长不良言行的熏染以及教育方法

不当，都极可能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 

目前，很多国家的家长教育已经非常普及，而我国的家长教育还比较滞后。构建一

个完善的家长教育体系，普及家长教育，对于预防青少年犯罪至关重要。 

2．转变家长教育理念 

家长要以民主、平等、宽容取代专横、独断、惟命是从，承担起为人父母的教养责

任，和他们谈心，倾听他们的烦恼，以文明的谈吐举止，乐观的态度，高尚的情操，进

取的精神感染子女，尊重孩子的人格，在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时，更要关心孩子的思想

品德修养。 

（二）加强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现代社会培养青少年的重要手段。强化学校教育，就是要抓好理想、道

德、纪律、文化教育。 

1．明确教育理念 

学校要依法治教，加强对教师的管理，提高教师的素质。教师要掌握教育方法，注

意适应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寓教于乐，将思想教育和心理教育渗透到学科教学、

学校管理、校园文化建设当中，并发挥学生自主作用，使学生对学习和创造产生并保持

兴趣。 

2．治理校园周边环境 

搞好校园周边整治，清除黄、赌、毒。教育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

任，宣传，新闻出版、政法等部门与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相配合，下决心、花气力治理

好学校内部和周边环境，坚决打击危害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不法行为，为学生创造一

个安静、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和社会成长环境。 

3．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应配备专业的专职心理辅导老师，编写心理教育教材，开设或增加心理教育课

程，设置心理渲泄、倾诉、调节的场所，建立心理咨询热线或咨询信箱，随时了解和有

针对性地矫正青少年的心理偏差，帮助他们治疗心理疾病。 

（三）改善社会环境 

1．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我国虽然在1992 年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又在1999 年实施了《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填补了我国少年司法的空白，但现有的法律、法规由于线条过粗，规定过

于笼统，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应加强对青少年保护的立法工作，为其健康成长提供良好

的法律保障。 

首先要修改完善青少年立法，从预防、教育、处理、帮扶等方面着手，制定全面、

配套的青少年法律体系。其次要明确立法的主旨。从保护和预防的角度出发，对青少年

违法犯罪受理机构的设置、处理原则以及保护措施的制定等方面进行论证探讨，建立较

 



为科学合理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控制体系。 

2．营造文明向上的成长环境 

不良的社会环境会诱导人们特别是善于模仿的青少年走上歧途。因此，需要采取一

系列有效措施，营造文明向上的社会环境，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必须尽快确立一个顺应时代要求，有效自我约

束的公德机制，在保障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免受不良社会环境侵害方面发挥

良性自我监督、自我纠正、自我制约作用，以消除社会行为导向的不确定性。 

二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观

的庸俗化。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批判极端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等消极的价值观，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确立正确的价值

导向。 

三要优化网络环境。要切实加强技术手段，严格控制不良信息源头，加强安全检查

和管理，净化网络环境。必须尽快建立有关青少年网络的专项法律法规，预防和打击青

少年网络犯罪。要加快我国网络警察队伍的建设，加强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侦破，加大

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3．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 

要发挥综治办、民政、共青团等部门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

育、道德教育和科学知识教育;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的违法犯罪青少年，要做好帮教和

安置工作，减少重新犯罪。对于家庭结构环境有缺损的青少年，街道、居委会和其他部

门要建立活动指导小组，关心这些特殊青少年的生活、学习等情况，以促使他们健康成

长。 

总之，对于青少年犯罪这种特性案件，必须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对案发原因和作

案动机进行剖析，有效地做好预防工作。通过全面加强对青少年犯罪的综合治理，充分

利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不断改善社会风气，最终达到预防、减少

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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