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是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人类

学家曾尖锐地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文明

趋向于更高，或许还有价值的目标时，社会性越轨

（犯罪）的可能就越大。”

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转型时期，也不能幸免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在经

历了!""#、!""$年的低潮期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青少年犯罪案件已占全国刑事犯罪的%&’。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环境，是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 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一） 犯罪主体呈低龄化，且在校学生犯罪有所

上升

在我国社会不断进步，生活不断富裕的现阶

段，我国青少年的生理发育成熟较五、六十年代提

前了!至(年，但是因各种原因他们的心理发育并未

与此同步。反映在违法犯罪上，青少年首次触犯刑

法构成犯罪的年龄比%&年代提前了)至(岁，在这些

青少年中，一般是在!&岁至!(岁就开始有不良行为，

*&’的 未 成 年 犯 罪!)岁 至!(岁 就 走 上 了 犯 罪 的 道

路，!+岁至!#岁的犯罪占#’至!&’。!+岁至!*岁成为

违法犯罪的高峰年龄段。

（二） 犯罪类型多样化，财产犯罪居多

除传统的盗窃、抢劫、杀人、伤害、强奸、寻衅滋

事等犯罪外，近年来出现一些新型犯罪如吸毒贩

毒、拐卖妇女儿童、绑架人质勒索钱财、劫持出租汽

车、走私、卖淫犯罪、甚至抢劫银行、金店、利用计算

机和信用卡犯罪、伪造证件、印章、票据诈骗的犯罪，

电击、麻醉、爆炸等技术手段犯罪以及组织黑社会、

帮会性质的犯罪也在青少年中出现。他们的犯罪动

机和目的主要是获取钱财，贪图生活享受。

（三） 犯罪手段成人化、智能化

与以前青少年犯罪突发性、偶发性强的特点相

比，当前青少年犯罪以有预谋、精心策划，作案手段

日趋成人化，作案后及时毁灭罪证，破坏现场，扰乱

警方视线等为新的特点。

（四） 暴力犯罪突出，团伙化趋势明显

青少年特别是!*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在实施犯

罪时，由于年龄和体力的限制，一般很难单独完成，

往往多人聚集在一起，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并最

终发展成疯狂的不计后果的犯罪团伙。这些犯罪团

伙，有的为争霸而群殴，为获财而大肆盗窃、抢劫、抢

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有仿照影视剧中黑社会组

织，成立所谓的“帮派”、“组织”。根据调查显示：抢

劫、杀人、伤害、绑架、寻衅滋事等暴力性犯罪占了青

少年犯罪案件的七成以上。

二 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
犯罪的产生条件不仅要具备许多决定性的因

素，而且要受一定的环境条件、不同人的人格特征等

的影响。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就是不良的主

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要对引起青少年犯

罪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便探寻预防青少年犯罪

科学、有效的对策。

（一） 心理生理原因的影响

青少年犯罪处于人生观、世界观未成型时期，喜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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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易冲动，意志薄弱，辨别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差。当个人的欲求无法获得满足时，就极易铤而走

险，以身试法。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如果自身素质不

高，抵御能力差，一旦受到不良的社会影响，便容易

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客观现实的不良影响与青少

年辨别、抑制能力不足的矛盾，个人欲求与社会良

知要求的矛盾，在青少年违法犯罪中表现尤为突

出。

（二） 社会因素的影响

! 文化市场的“黄色污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的黄赌

毒现象再度滋生蔓延，低级、庸俗的文化，严重侵蚀

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保护法》第"#条明

确规定：“营业性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

所，有关主管部门和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不得允

许未成年人进入。”可一些不法经营者贪图眼前利

益，借助开办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电话信息台

等 形 式 ，采 取 直 接 或 间 接 的 手 段 ，引 诱 、教 唆 青 少

年，致使一些青少年心灵遭受毒害，理想被严重扭

曲，为达到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逐步走向犯罪。

" 以腐败现象为代表的“灰色污染”

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对青少年的影响主要来

自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腐败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拥

有党政、经济等权力的腐败家长，由于自身的原因，

对子女的违法犯罪行为表现出包庇、纵容的态度。

二是社会腐败的影响。少数腐败官员热衷于公款消

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和走后门拉关系，在日常消

费中与一般人相比往往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现

象，对辨别力、抵抗力相对缺乏的青少年来说，无疑

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来自司法、行政执法部

门腐败的影响。有的青少年触犯法律后，不是认罪

伏法，而是家长千方百计找门子、拉关系，贿赂司法

官员，而得以逍遥法外，导致其在违法犯罪后得不

到有效的教育改造。

# 带有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的“黑色污染”

这几年来，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称之为“涉

黑案件”）也越来也多。一些比较具体的宣传报道，

虽然有正面的教育作用，但过于细致的宣传和描

写，使一些青少年纷纷模仿，讲“哥们义气”，跪拜接

盟，打打杀杀，危害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类少

年犯团伙极易发展成为黑社会势力。

$ 学校法制教育的缺乏或者流于形式

表 现 在 ：一 是 重 智 育 ，轻 德 育 ，片 面 追 求 升 学

率，学校把应试作为教学的唯一目的，不断加重学

生的课业负担。忽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

将法制教育放在一边，可有可无。二是学校为了加强

学生管理，提高升学率，有的学校将学生按成绩分为

好中差班，将差生和有不良行为的学生专门放在一

起，基本上是放任不管，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

心，导致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逆反心理，以至发展为

以滥为滥，混迹社会，染上恶习，最终走向了犯罪的

深渊。

% 就业难的影响

近年来，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长期

待业对青少年的心理稳定起着消极的作用。毕业就

失业，这种社会现状必然引起青少年生活激情的丧

失。与已就业的同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强烈的自主

欲望，心理的反差使他们情绪低落，悲观失望，甚至

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待业使他们处于无组织的涣

散状况，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形成一个互相影响的

消极的社会群体，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极易走向

犯罪。

三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本原则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本原则，是指体现预防青

少年犯罪的指导思想，贯穿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

始终的基本准则。

（一） 教育保护原则

教育保护原则是指教育和保护两方面的内容。

教育和保护是相辅相成的，教育是为了保护，保护必

须进行教育，只有将两者相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防

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二） 及时防治原则

及时防治原则可分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采取

积极预防的措施，整顿对青少年不良影响的社会环

境，消除产生犯罪的原因和条件；二是对青少年的不

良行为及时进行矫治，抓早、抓小、抓苗头、抓原因，

有利于把青少年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达到预

防犯罪的目的。

（三） 综合治理原则

在一定意义上，犯罪实际上是社会消极面的“综

合症”。从青少年犯罪的产生原因看，有主观原因，也

有客观原因，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的发

生和变化，犯罪的原因和危害后果，均具有社会性、

综合性，是社会上各种消极因素、不良影响、恶劣环

境等在青少年身上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对青少年

犯罪的预防，就不可能靠一个部门解决，也不可能按

照某种方法解决，而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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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通过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

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只有这样，才能

标本兼治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

（四） 科学性原则

所谓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科学性原则，是指预防

青少年犯罪，应当结合青少年不同年龄的生理、心

理特点，加强青春期教育，注重犯罪心理和预防犯

罪对策的研究。

! 表现在对青少年不良行为的预防上。要求家长、

学校了解掌握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变化的规律性，有

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既不能采取“不打不成材”的粗

暴式教育方法，也不能采取过于溺爱的教育方式。

" 表现在对犯罪的青少年处理上。要求必须与成年

人 区 别 开 来 ，在 侦 查 、起 诉 、审 判 以 及 施 行 强 制 措

施、教育改造等各个环节都要充分体现 “教育、感

化、挽救”的方针，切实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

原则。

四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
要有效地预防或减少青少年犯罪，应遵循青少

年心理、生理的发展规律，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相

结合，教育引导和严格管理相结合，学法守法和矫

正不良行为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的综合防治网络，

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一） 加强和拓宽学校德育教育的内容

突出对在校生进行系统的人生观、道德观等教

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使他们走

上社会后不论遇上怎样的挫折都经得起考验。成人

们要以自身良好的事业观、价值观、道德观去感染

青少年，给他们树立良好的榜样，引导他们走上正

确的人生道路。

（二） 强化社会管理，净化社会环境

第一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搞好社区控制和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随时了解和掌握社区违法人员状

况，积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做好有针对性的防范工

作。第二要做好校园周边环境的治安管理，政府有

关部门要做好日常性的检查、督促工作，确保学校

周边环境无“污染”。第三要加强对广播、电影、电

视、戏剧和报刊杂志的内容和传播渠道的管理，严

禁向青少年特别是学生宣传有关凶杀、暴力、恐怖、

色情的产品和服务，对未成年人禁入的歌舞厅、网

吧等场所的禁令要予以严格执行，使青少年的身心

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 挽救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使之重新做人

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必须认真执行。一是高度重视青少年犯罪的随案教

育工作，开展社会调查，深入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主客

观原因，为对症下药矫治不良行为打下基础。二是宽

严相济、区别对待。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要区别重

大刑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以教育挽救为主，充分

体现保护青少年的政策。三是争取青少年家长的支

持与配合，动员家长共同做好犯罪青少年的思想转

化工作，并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使之往

好的方向转变。四是做好在押和缓刑、管制、免刑青

少年犯罪的帮教工作，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罪

行和过失，教育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四） 构筑坚固的家庭防线

父母也要加强思想品德的修养，以身作则，带动

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克服陋习。要由经验育人向科

学育人转变。既注重孩子的学习进步，又关心他们的

身心健康，逐步培养优秀的意志品质，教会他们走正

确的人生道路，由简单命令向平等沟通转变。在对孩

子的管理上，家庭要与学校、社会紧密配合，随时了

解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上的日常言行，发现问题不护

短、不迁就，要追根求源，共同对其缺点进行教育。

（五） 加强党的领导，构建齐抓共管网络

青少年犯罪仅靠公检法司的专政职能是不够

的，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发挥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

优势，根据犯罪的特点，采取政治的、思想的、经济

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形成

齐抓共管的网络，积极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各

级党、政、工团、妇组织要把加强青少年教育列入重

要的议事日程，大力开展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的教

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苦乐观；开展企事业

单位包职工，学校包学生，乡村、街道与派出所结合

包（待业、无业）青少年，家长包子女的“四包”活动，

一旦发现其有不良行为及时教育矫正，促其健康成长。

青少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后继资源，是我们建

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祖国，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们

的优劣、好坏关系着我们未来的一切，所以全社会都

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渠道教育他们，培养他们，使

他们成为于人民、于社会、于国家的有益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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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

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

也 是 在 新 的 条 件 下 产 生 官 僚 主 义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因此，权力在其权限、职能、运行方式等都缺乏

规范的情况下，可能被滥用，被用来谋取私利。

K、在一个缺乏法律制约的权力体系中，道德成

了主要的调节制衡因素，也就是说，权力是否符合

人民的利益要求，是否导致腐败，完全取决于权力

行使者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品质。因此，人们对权力

掌握者和行使者的最高期望就是道德期望。但是，

权力者的道德品质仅仅是一种权力运行的主体保

证，而无法保证权力运行体制的健全，只有通过法制

的途径来制约权力。而问题的现实困境是，道德约束

力的衰退和法制的不健全是同样的严重。在行使权

力的各级党政干部中，就有一定数量的人，在权力制

约机制不健全而道德自律又薄弱的情况下，产生了

诸如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等腐败行

为。

注：本文摘自于硕士答辩论文，论文针对腐败的机会

阐述了防治对策，因篇幅所限，故本文没有涉及到如

何制约权力加以防治腐败，笔者将会以“制约公共权

力以防治腐败”为题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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