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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少年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 随着城市流动人口的急剧膨胀 , 我国城市青少年

犯罪呈现出新一轮的高发态势 ,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为探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上海

等特大型城市发展的影响 ,了解和掌握城市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特点 , 从而提出预防和减少城市青少年犯罪

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在进行大量书面问卷调查和深入监狱实地走访 、调取大量数据的基础上 ,了解了现阶段上

海市 14-25周岁青少年犯罪状况和特点。根据调查结果 , 从青少年罪犯自身的微观角度和整个社会的宏观

角度深入分析了造成上海市青少年罪犯偏离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 、走向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和特点 ,提出了

从家庭 、学校以及社会等各方面有效预防和控制城市青少年犯罪的有效对策 ,力求为推进新时期和谐社会构

建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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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olescentcrimeisacommonsocietalproblemallovertheworld.Withtheswiftflowofthe

migrantworkerstocities, thenumberoftheadolescentcrimeincreasedheavilyandtheadolescentcrimeissue

becameahottopic.Inordertoexploretheeffectofeducationissueofmigrantworkers' childrenonthe

developmentofthecitysuchasShanghai, andtoknowwellaboutthecausesandcharacteristicsoftheurban

juveniledelinquencies, aimingatpresentingtheeffectivemeasuresandapproachesofpreventingand

decreasingurbanjuveniledelinquencies, theresultsoftheinvestigationshowthecharacteristicsofjuvenile

delinquenciesofagegroupbetween14 to25 inShanghai.Thepaperisaresultoflargenumberofwritten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19卷

questionnairesandfieldresearchesoftheprisonsaswellasalotofrelateddata.Inthelightofthe

investigation, thecausesofadolescentcrimeduetotwoaspectswereanalysedfromthemirco-perspectiveof

thejuveniledelinquencyandthemacro-perspectiveofthesocietyasawhole.Thepaperanalyzesthemajor

causesandcharacteristicsofadolescentcriminalsdeviatingfromthenormaltrackofsociallifeandmoving

towardscommittingcrimes.Inviewofthesecauses, fromtheaspectssuchasfamily, schoolandsociety, the

paperraisessomefeasiblesuggestionsforeffectivepreventionandcontrolofurbanjuveniledelinquency.The

researchoftheprojectintendstoprovidesomemeaningfulreferencesofexploringtheeffectivemeasuresof

preventingurbanjuveniledelinquencyand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presentharmonious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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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但

青少年犯罪却成为了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

社会现象 ,也是全世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长期复杂

的社会问题。

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 》的颁布实施使青少年犯罪现象得到了一定

的扼制。但近年来 ,特别是随着城市流动人口的

急剧膨胀 ,我国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新一轮的高发

态势 ,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据中国青

少年犯罪研究会 2005年资料统计 ,全国青少年每

年发案总量在 50万起以上
[ 1]

。据 2008年第 3期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 2007年全国青少年犯罪人数

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 33.9%,其中不满 18

周岁的 未成年罪犯占所有刑 事被告人的

9.4%
[ 2]

。从 1997年 -2006年上海市闵行区外

来人口犯罪年龄分布情况看 ,各年龄层的外来人

员犯罪数均有所增长 ,但 25周岁以下青少年犯

罪数的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年龄层 ,外来人口中未

成年人犯罪增长率也高于成年人犯罪增长率 。

从 2003年至 2006年法院审理的案件来看 ,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年平均增长率为 51.88%,比成年

人犯罪的增长率高出 27.64个百分点
[ 3]

。另外 ,

上海监狱学会心理矫治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数据

显示 ,近年来上海监狱外省(市 、区)籍服刑人员

总体数量和占全部押犯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 ,到

2005年 5月底 ,全市外省籍未成年服刑人员约占

未成年服刑人员总数 61.3%,高出上海籍未成年

服刑人员近 20个百分点 。

可见 ,城市青少年犯罪 ,特别是外来流动人

员中青少年犯罪不容忽视。为此 ,及时了解和掌

握上海市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特点 ,从而研究预

防和减少城市青少年犯罪的方法和途径 ,对推进

新时期和谐社会构建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课题组在发放书面问卷和深入监狱进行实

地走访调取大量数据的基础上 ,分析了现阶段上

海市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与特点 ,力求为研究和探

讨预防城市青少年犯罪的对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1　上海市青少年犯罪状况调查

1.1　青少年犯罪概念的界定与调查对象

的选择

　　青少年犯罪是指儿童向成年期过渡这个特

定年龄阶段(一般认为 14 -25周岁)的人实施的

犯罪行为 ,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青少

年犯罪指 25周岁以下的 、儿童向成年期过渡这

个特定年龄阶段群体的违法犯罪和不良行为 ,这

是指犯罪学上的概念;狭义上的青少年犯罪是刑

法上的概念 ,指已满 14周岁未满 26周岁的人实

施了触犯刑法 、依法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社会危

害行为
[ 4]

。本文采用广义的概念。

根据上海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和上海市人大

法律工作委员会的要求 ,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的

大力支持和上海监狱学会心理矫治专业委员会

的共同努力下 ,课题组于 2008年 9 -12月对全市

服刑人员进行了调查。调查随机抽取了上海市

内的九所监狱(含少年管教所 ,不含新收犯监狱)

中在上海实施犯罪行为而入狱的未成年犯 600

名和成年犯 1 000名 ,采取无记名书面问卷的方

式 ,收到有效问卷分别为 552份和 881份 ,其中年

龄在 14 -25周岁的青少年为 630人 (非上海籍

548人 , 约占 87.0%), 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44.0%。

1.2　上海市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及其特点

通过对问卷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 ,发现当前

上海市 14 -25周岁的青少年犯罪呈现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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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1)罪行多表现为故意犯罪 ,手段多残忍和

不计后果 。从犯罪类型来看 ,青少年犯罪有暴力

(含抢劫 、故意伤害 、绑架 、寻衅滋事 、打架 、斗殴 、

非法拘禁等)、非法占有(盗窃 、诈骗 、隐瞒犯罪所

得等)、杀人 、涉毒(贩毒 、非法持有或运输毒品)、

其他(介绍 、强迫或组织卖淫 、贩卖 、纵火)等类犯

罪。比例最高的是暴力犯罪 , 其次是非法占有

罪 , 分别占 36.2%和 33.0%, 两类合计高达

69.2%。其中抢劫暴力犯罪和盗窃非法占有犯

罪最为突出 ,分别占 26.91%和 24.73%。

(2)罪犯的文化素质偏低。据调查发现大多

数青少年罪犯接受文化教育少 ,在中 、小学期间

就辍学的较多 ,初中以下文盲 、半文盲比比皆是 ,

有的甚至从没上过学;罪犯服刑前是在校学生身

份的 14 -25周岁城市犯罪青少年比例只占

5.61%。另外 ,城市青少年犯罪者对于读书表示

有 “极高”和 “较高”欲望者所占比例极低;而绝大

多数则表示对读书的欲望 “较低”或 “一般”,他们

坦言曾经逃课的最主要原因是不喜欢上课 ,对上

课毫无兴趣。

(3)青少年犯罪者中流动人口较多。大规模

的人口流动 ,对城市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城

市中个人或单位收留 、录用外来人员不进行登

记 ,使得对外来人员的管理产生了许多问题 ,让

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案件侦破起来也非常困

难 ,因此造成流动人口中的不法之徒大肆进行作

案
[ 5]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 ,除了极少数罪犯的户

籍所在地是在上海外 ,约 87%的青少年罪犯都是

从全国其它地方流动到上海作案 。其中 ,无业游

民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很大比例 。

(4)青少年犯罪者的父母绝大多数文化水平

和学历较低。经过调查发现:外省(市)籍青少年

犯罪者的父母来沪务工前从事务农工作的比例

最高 ,达 61.54%,为单位正式职工和临时职工的

分别占 15.38%和 10.49%,经商的占 12.59%。

另外 ,绝大多数青少年犯的父母是初中及以下学

历。

(5)有前科的比例较高 ,造成累犯的人员占

较大比例 。调查结果显示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青

少年罪犯中 ,初次犯罪的占 86.97%,曾经有过一

次犯罪记录的再犯人员比例有 8.47%,曾经有过

二次及以上次数犯罪记录的有 4.56%。也就是

说 ,在本次调查的人员范围内 ,除了初犯以外 ,累

犯的比例已经占据所有犯罪人员的 13.03%。一

方面说明犯罪人员犯罪的主观意识比较强 ,同时

也反映了目前我国在犯罪人员教育上存在不

足
[ 6]

。

(6)缺乏健康的朋辈关系支持 。有 67.9%的

故意伤害罪犯认为自己 “只有几个好朋友 ”,非法

占有罪犯的这一比例为 40.5%,其他类型罪犯的

这一比例基本都在 1/3以下;许多罪犯认为自己

“一个好朋友也没有 ”,抢劫 、杀人 、涉毒和非法占

有罪犯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56.3%、 52.8%、

45.9%和 40.5%;只有暴力罪犯认为自己有很多

好朋友 ,比例达到 42.9%。这些现象说明在青少

年教育中建立良好的朋辈关系和心理健康教育

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

(7)团伙性犯罪较多 。通过与罪犯的访谈和

分析发现:青少年罪犯的思想不够成熟 ,犯罪时

心理压力大 ,因此他们大多实施暴力犯罪 ,同时

因为害怕个人作案势单力薄 、无法得逞 ,于是经

常纠集同伙造成团伙犯罪甚至是集团犯罪
[ 7]

。

2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

不和谐的社会发展造就了青少年犯罪 ,而造

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因素比较复杂
[ 8]

。大部分

青少年犯罪都经历了一个从受害者到施害者的

过程;经历了一个越轨行为从出现萌芽 、逐渐形

成到恶化的过程
[ 9-10]

。他们生活的家庭往往存

在各种问题 ,受其影响 ,逐渐形成不良个性和习

惯;他们进入学校后 ,因为缺乏竞争力而被逐渐

边缘化 ,逐渐游离正常群体 ,脱离校园 ,结交社会

上的不良朋友;逐渐闲散于社会 ,游荡在不良场

所 ,惹是生非 ,最终锒铛入狱
[ 11]

。因此 ,导致青少

年犯罪的原因非常复杂 ,不仅与青少年的主观因

素有关 ,更与当前社会大环境中起作用的多种客

观原因有着密切的联系 。

2.1　主观因素

主观因素也称个体因素或内在因素。由于

青少年年幼 ,其生理 、心理与成年人有很大的差

别 ,很脆弱 ,容易受到不良思想 、不良行为的影

响。据调查发现 ,上海市青少年犯罪者认为导致

自己失足的首要原因是 “自己无知 ”和 “抵挡不住

诱惑 ”等主观因素的占 76.45%,而认为导致自己

失足的首要原因是 “社会不公平 ”和 “生存困难 ”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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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客观因素的只占 23.55%。通过分析 ,导致城

市青少年犯罪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不正常的金钱和消费观念 。现在 ,一些

青少年的需求偏离了正常轨道 ,他们崇尚金钱至

上的生活观念 ,不择手段地追求奢侈的生活 ,从

而逐渐走向犯罪的深渊。还有许多青少年玩乐

成瘾 ,甚至荒废学业 、追求迷恋低俗的娱乐方式 。

他们的思想意识受到严重污染 ,而且由于娱乐场

所较高的费用 ,引发青少年逐步走向犯罪。

(2)极端的自由主义观念。一些青少年认为

人生的价值在于个人欲望的满足 ,其犯罪的根本

动机就是为了追求自由 ,追求享乐 ,还有少数青

少年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把自由绝

对化 ,导致他们无组织 、无纪律 ,把社会秩序当作

束缚 ,把违反纪律 、破坏社会秩序视为个人的自

由。这种错误的自由主义观念使许多青少年在

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 12]

。

(3)不能正确认识生长期的生理特点 。随着

年龄的增长 ,青少年出现了生理特征上的一些变

化 ,如精力旺盛 、容易冲动 、性意识萌动等 。这些

情况如果无法得到及时的引导和调节 ,青少年很

容易发生犯罪。同时青少年也是心理发展的重

要时期 ,心理脆弱而敏感 ,容易出现复杂化 、动荡

化的趋势 。这时候得不到正确的引导 ,他们可能

会偏离正轨 ,从而走上生活的邪路 ,甚至走上犯

罪的道路
[ 13]

。

青少年犯罪的主观因素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

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后天形成的 。所以 ,我们更应

当从青少年成长的客观环境中寻找原因 。

2.2　客观因素

客观因素也称外在环境因素 。青少年犯罪

应是多方面消极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这

种消极的环境因素无非来自于家庭 、学校和社会

三个方面 。由于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主

要是家庭和学校 ,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青少

年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

经过调查 ,青少年犯罪者认为造成自己失足

的首要外在因素在于家庭教育缺失或不当的占

29.41%;认为造成自己失足的首要外在因素是

学校教育缺失或不当的占 23.53%;认为造成自

己失足的首要外在因素是社会管理缺失或不当

的 ,占 47.06%。

(1)家庭因素。一个人养成的无论是良好的

还是不良的思想品质和习惯 ,往往都是从少年时

期发端的 。在家庭环境中 ,从小陪伴孩子成长的

父母或爷爷奶奶等亲人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第

一老师的人格 、思想品质 、价值观念 、行为习惯等

都会通过被动或主动方式 ,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

孩子 ,对孩子人生观 、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

的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是青少年成长的优良

港湾 ,否则就是促进青少年犯罪的温床 。一般情

况下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

面:首先是养育者的言传身教 , 养育者自身的言

行对孩子起到了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 ,是子女人

格形成的基础;其次是养育者对孩子爱的方式 ,

过分的溺爱对孩子的成长而言无疑于毒药;第三

是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有些家长不注重子女的思

想和品质教育 ,只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孩

子 ,信奉 “棍棒下面出孝子” ,这种教育方式不仅

不见成效 ,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了严

重伤害;第四是家庭结构的变迁 ,家庭成员的关

系及其变化(如父母离婚 、长期分居或再婚等)给

成长中的青少年人格形成上产生不可弥补的缺

陷 ,从而形成容易犯罪的人格特征
[ 14]

。

(2)学校教育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可从学校

因素和青少年教育权利保障因素两个方面来进

行分析。学校教育期 ,尤其是基础教育期是青少

年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 。青少年犯罪者中 “后进

生”和 “差生”的比例远高于 “优等生”。但是 ,多

年来有的学校没有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

的根本转变 ,甚至存在严重问题。如:片面追求

升学率导致重智育 、轻德育的现象严重;学校法

制道德教育方式滞后 、内容简单且流于形式;学

校和教师缺乏对 “后进生”和 “差生”的关怀和帮

助。

学校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学校

教育存在的弊端 、教师责任的缺失就可能成为导

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学校若不重视学生

的全面发展 ,不将道德教育 、法制教育和素质教

育放在应有的位置 ,就会造成学生法律意识淡

薄 、道德观念模糊和生涯目标缺失;老师若缺失

责任感就会放任学生的不良行为 ,老师教育方法

的不当也会导致学生产生自卑 、厌学甚至弃学 ,

进而形成消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此类学生一

旦流散社会 ,就容易失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

所以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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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 ,虽然有 68.09%的青少年犯认为

学校教师是容易相处的 ,但认为教师是不容易相

处的和非常不容易相处的比例分别为 17.9%和

7.78%。教育权利保障因素导致青少年教育缺

失的问题依然存在 ,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的受教育权利或者由于家长的不重视或者由于

教育机制的不完善而得不到保障 ,使他们游离学

校良好的教育之外
[ 15]

。

(3)社会因素。青少年的社会生活环境对其

成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导致青少年犯罪

的社会因素有很多。首先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影

响。不讲文明 、不遵守公共秩序的现象在我们的

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 ,行贿受贿 、徇私舞弊等 ,所

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青少年走上违法犯

罪的道路 。其次是社会犯罪行为的影响。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模式的深入 ,经济领域的

犯罪活动十分猖獗。这些犯罪活动严重腐蚀着

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再次是各种现代媒体的

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西方各种不良文

化 、观念也掺杂进来 ,如性解放观念 、古惑仔 、性

爱描写等充斥着各种社会媒体和娱乐场所 ,对心

理尚不够成熟的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

最后是不良社会交往的影响。一些不良社会成

员利用青少年社会经验不足的特点 ,用引诱 、威

胁等方式传播犯罪思想 、腐化青少年原本脆弱的

意识形态 ,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调查结果显示 ,青少年犯罪者对当前社会和

谐状况满意度的回答中选择 “一般 ”的人数远远

超过了选择 “较高”和 “极高”的人数 ,这一点应当

引起我们社会各界的认真思索。

3　对策与建议

3.1　家庭预防

家庭是人生活和成长的第一课堂 ,家庭环境

如何 ,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发

展。因此 ,良好的家庭环境会给子女的健康成长

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 ,据有关专家对犯罪案例剖

析 ,有 57.5%的家庭在教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

题
[ 16]

。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要求家

长做到如下几条:(1)先要教育好自己 ,从自身做

起 ,做好孩子的表率;(2)要强化家庭稳定性 ,从

而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3)家庭教

育既要避免放任和溺爱 ,又要防止简单粗暴;(4)

家庭教育要从 “小 ”抓起 ,一方面从娃娃抓起 ,从

小树正气;另一方面要教育孩子 “不以恶小而为

之 ,不以善小而不为 ”
[ 17]

。

良好的家庭环境取决于有没有好家长 ,可好

家长哪里来呢 ?显然除了家长自身的努力 ,还离

不开健康的社区文化和教育 、家长所在的用人单

位积极的文化和教育 。衍生开来 ,家庭作为社会

的基本细胞 ,其健康 、和谐有赖于社会大环境的

健康与和谐 ,所以家庭预防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

一项基本要求 。

3.2　教育预防

教育预防可以从学校预防和教育权利保障

预防两方面去落实 。

(1)学校预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

类学校 ,应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工

作 ,具体应做到如下几点:学校教育要体现公平

性;学校教育要打破应试教育 , 推进以德育和智

育并重的教育原则;学校教育要大力加强法制教

育 ,让学生知道行为应以法律为准绳;学校教育

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切实关注青少年的内心需

要 ,促进个人成长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和谐
[ 18]

。

(2)教育权利保障。为了能够通过教育权利

保障的预防 ,来有效地实现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

目标 ,建议政府切实采取如下措施:适当提高最

低生活保障线;强制游荡于社会的学龄青少年受

教育 ,特别是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

教育权益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 ,

确保学校对 “后进生 ”或 “差生 ”给予充分的关怀 ,

促进学校因材施教 ,不放弃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教

育 ,实现学校教育功能和社会责任的最大化 ,发

掘每一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使之成长为国家各

行各业的有用之材
[ 19]

。

3.3　社会预防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它涉及

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 、制

止 ,但是可以通过采取针对性重点预防对策最大

限度地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有效控制青少年

犯罪率的上升 ,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鉴于上

述诱发青少年犯罪的客观原因 ,建议各级党委 、

政府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形成合力 ,并在落

实上下功夫 ,切实做好以下几点:(1)建立并贯彻

完善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2)完善社区教育 ,使

社区真正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平台 、介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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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学校的桥梁 、预防犯罪的社会网络 ,健全

传承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不断净化青少年成长的

社会环境
[ 10]

;(3)推行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治安

网格化管理 ,完善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教育;(4)

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援助机构和网络 ,

关心和安置好社会闲散青少年 ,对犯罪家庭负起

责任;(5)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 ,建立健全社会保

障制度;(6)建立切实可行的预防再次犯罪机制 。

最终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一片蓝天净土
[ 20]

。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是全社会的责

任 ,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家庭和学校)的关心和

参与;而且教育一定要结合青少年发展的身心特

点 ,切实履行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为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让祖国的未

来和希望绽放出鲜艳的花朵 ,同时也为和谐社会

的构建献出一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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