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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少年是国家和 民族的未来
,

他们 的素质关系 21 世纪 中国的命运
,

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的成败
,

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
。

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也是困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

题
。

但必须承认
,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是相对于一般成年犯罪来说
,

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

只是

在某些方面的表现进程和形式不同而 已
。

另一 方面
,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不是一成不变的
,

它随着时间
、

地域
、

形势的不 同而不 同
,

不能用静止
、

僵化
、

同一 的眼光进行考察与分析
。

围绕这一 问题
,

作者通过

对四川少数民族地 区凉山州的青少年犯罪特点的问卷调查
,

得出以下报告
。

【关键词】凉山彝族 自治州 ; 青少年 ; 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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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青少年违法犯罪趋势一直呈居高不下

态势
,

这种现象已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

如何强化青少年思想道德

教育和法制教育
,

探索青少年犯罪特点及成因
,

最

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

已经是摆在各级

领导面前一项值得思考的问题和不可忽视必须抓紧

抓好的一项政治任务
。

同时也是消除社会不稳定的

因素
、

维护社会稳定
,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为

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重

要课题之一
。

地处凉山民族地区的青少年犯罪不仅具有未成

年犯罪的一般特点
,

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

这不

仅给民族地区青少年的家庭
、

社会及犯罪者本人造

成极大的危害
,

而且严重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

安环境
,

甚至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否顺利实

施
,

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极大

关注
。

在此形势下
,

加强对民族地区青少年违法犯

罪的研究
,

有助于了解他们犯罪的特点和诱发违法

犯罪的动因
,

掌握违法犯罪的动态和运行规律
,

从

而为教育部门和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必

要依据
,

也为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尤其是中
、

大

学生违法犯罪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

根据中共中央
、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的精神
,

为

全面
、

准确掌握凉山民族的区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情

况
,

更好地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

教育和转化工

作
,

课题组借鉴国内
、

外的犯罪学研究成果
,

设计

了一个调查问卷
,

这次问卷内容分别征求了公安
、

检察
、

法院及部分青少年教育工作者的意见
,

查阅

了部分相关资料
,

从各方面反映来看
,

普遍认为这

次调查是可行的
。

在凉山监狱领导
、

干警的大力支持下
,

我们于

20 05 年 3 月 18 日

—
9 月 3 日在凉山监狱人监教

育科 (主要负责凉山州内所有犯罪人员人监的前期

教育与监区分配工作 ) 分多次对凉山监狱在押的

2 31 名犯罪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

为了不给填写人

增加心理负担
, ’

我们对全体在押人员发放的问卷
,

不要求填写姓名
,

并特别声明该问卷只供调查研究

用
,

不提供给司法机关
,

不对号人座
。

事实证明
,

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

我们将发出的全部 23 1份问卷

收回
。

经统计
,

其中 9 份空白卷为无效问卷
,

其余

2 2 2 份均符合统计 口径
,

为有效问卷
。

现形成以下

调查报告
。

1 青少年犯罪仍然呈上升趋势

对青少年犯罪
,

国内权威观点认为
:
青少年犯

罪率高
,

犯罪性质日趋严重
,

犯罪类型复杂性和犯

罪动机恶劣性 ; 团伙犯罪突发 ; 中小学生流失犯罪

不断增多
,

犯罪向低龄化发展 ; 女青少年犯罪人数

收稿日期 : 2 00 6 一 04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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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 ; 青少年重新犯罪率上升 ; 犯罪 手段成人

化
、

智能化等
。

从调查结果来看
,

这些特点在我们

的调查对象中都有不同程度地呈现
。

从调查的结果

看本次调查范围内的青少年 (指 14 岁至 25 岁 )犯罪

人员为 57 人
,

占全部在押犯 23 1人的 24
.

6 %
。

从凉

山监狱人监教育科提供的数据看
,

2 0 01 年人监的未

成年 (指 14 岁至 18 岁 )犯罪人 8 人
,

占当年人监总

人数的 3
.

8% ; 2 0 02 年人监的未成年犯罪人 17 人
,

占当年人监总人数的 8
.

9% ; 2 0 03 年人监的未成年

犯罪人 29 人
,

占当年人监总人数的 n
.

9 % ; 2 0 04 年

人监的未成年犯罪人 41 人
,

占批准逮捕总人数的

18 %
。

从调查结果来看
,

我省民族地区凉山州青少年

犯罪现象还比较突出
,

且呈现递增趋势
。

因此
,

值得

有关部门关注
。

2 以抢劫
、

盗窃等暴力
、

侵财性质的

犯罪为主

凉山青少年犯罪类型统计表

罪名 人数 比例

4 7
.

3 6%

2 2
.

8%

15
.

7 8 %

19
.

2 8 %

271399抢劫

盗窃

吸
、

贩毒

其它

(注 :
本表因部分被调查人犯数罪略有重合 )

从调查表看
,

凉山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中仍以

财产犯罪为主
,

青少年多发犯罪的类型依次排列

是
:
抢劫

、

盗窃 (含销赃 )
、

吸贩毒
、

诈骗
、

伤害

等
,

其中主要是抢劫和盗窃
,

约占 70 % 左右
。

近年

来
,

在青少年犯罪中
,

以暴力为后盾的重大刑事案件

日渐增多
,

施暴程度不断加重
,

而且青少年犯罪时在

作案过程中很少顾及后果
,

作案手段野蛮和残忍
,

社

会影响极为恶劣
。

国外学者从犯罪的形成
、

方式的

角度将青少年犯罪 的特点总结为
:
纠合性

、

突发
J

性
、

野蛮性
、

报复性
、

模仿性
、

恶作剧性
、

反复性

等
,

这些特点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也不同程度的呈

现
。

从调查看
,

青少年犯罪中抢劫犯罪高发
,

占到

4 7
.

3 6 % 的比例
。

盗窃也是高发犯罪
,

占 22
.

8%
。

当前
,

受社会上一部分人
“

潇洒
”

消费
、

超前消费

等观念的影响
,

部分青少年产生了强烈的或畸形的

物质欲望
,

盲目追求享乐
,

当通过正当的渠道不能

满足其欲望时
,

往往是通过盗窃
、

抢劫等不正当途

径来获取
。

3 文化素质低
,

犯罪形式上具有突发

性和盲目性

青少年犯罪者的文化素质低
,

大部分为中低

等文化程度
。

从调查结果看
,

7 人为文盲
,

比例

为 12
.

2 8 % ; 小 学文化为 23 人
,

初 中文化教育

14 人
,

初中以下文盲
、

半文盲比例占 95 % 以上
。

其中 32 人占 55
.

5 % 的比例有辍学经历
。

从青少年

案犯的身份上看
,

农民
、

社会闲散人员居多
,

在调

查对象中从职业分析
,

农民身份为 51 %
,

工人为

11 %
,

学生为 14 %
,

无业为 24 %
。

他们文化程度

偏低
,

法律意识不强
,

在实施作案时常常缺乏明确

的动机和 目的
,

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
。

青少年正处

于发育阶段
,

在心理上
、

生理上 尚未完全成熟
,

社会经验很少
,

缺乏对复杂事物的判断能力和鉴

别能力
,

尤其在心理和情绪上变化非常复杂
,

极

不稳定
。

他们精力旺盛
,

好动
,

但理性意志薄

弱
,

逞强
,

好胜心强
,

易偏激
、

任性
,

为所欲为

强烈
,

稍有诱因
,

一触即发
,

极易发生突发性犯

罪
。

其表现是犯罪动机简单
,

作案没 有 明确 目

的
,

一般没有事先预谋
,

多属一时感情冲动
,

有

的是出于好奇
、

自我表现和寻求刺激
,

带有一定

的盲 目性和随意性
。

从调查看
,

因此而犯罪的

2 9人
,

比例为 50
.

08 % ; 而有预谋的只 占 41 %
。

当前
,

农村青少年进城犯罪现象比较突出
,

他们

居无定所
,

随意性强
、

流动性大
,

常常三五成群

结伴流荡街头
,

极易诱发犯罪
。

从调查看
,

57 名

犯罪青少年中 41 人家住农村
,

占 71
.

92 %
,

但在

城里经常逗留的 34 人占 82
.

92 %
,

当前因此必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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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城镇盲流人员的管理
。

岁的2 1人
,

占 3 6
.

84 %
。

4 团伙性犯罪呈上升趋势且暴力性增 5 公共场所是犯罪多发地点

强
,

低龄化趋势明显

青少年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发育期
,

尚未完全

成熟
,

人生观
、

世界观
、

价值观还 没有完全形

成
,

思想单纯
,

是非观念淡摸
,

判断能力较低
,

正处在心理
“

断乳期
”

和行为
“

危险期
” ,

极易

发生问题
。

一方面他们独立意识大为增强
,

力图

摆脱对父母的依赖
,

对社会
、

对人生
、

对自己的

未来生活的设计
,

都自有主张
。

但同时他们对困

难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
,

遇到失败
,

容易

走上报复社会
、

与社会对抗的违法犯罪道路
。

虽

年轻力壮具有体力优势
,

但由于思想还不是太成

熟
,

缺乏作案经验
,

对犯罪心理压力大
,

且他们

大都实施暴力犯罪
,

担心被害人反抗
,

总觉得单

个人作案势单力薄
,

故他们经常纠集几人去共同

作案形成犯罪团伙甚至犯罪集团
,

这样既能使部

署安排周密
,

又能在力量上足 以抵制被害人的反

抗
,

在 同伙之间
,

互相教唆
,

互相利用
,

互相依

存
。

因此
,

他们往往是结伙行动
、

一起作案
、

一

拍 即和
、

一哄而起
,

互相壮胆
,

具有纠合性的特

点
。

另外
,

青少年求知探索欲旺盛
,

模仿性极强
,

尤其对坏事物的接受力强
,

感染快
,

再加上现代

信息的传播便利
,

人的交流增多
,

使犯罪方式
、

作案手段在青少年中的传播速度很快
,

犯罪 的方

式和手段趋于成人化
。

从调查看
,

在押青少年人

员中属团伙犯罪的 33 人
,

占 57
.

89 %
。

此外低龄

化 趋 势 明 显
,

其 中 14 一 16 岁 的 16 人
,

占

2 8
.

0 7% : 17 一 18 岁的 2 0 人
,

占 35
.

1% ; 1 9 一 2 5

从调查看
,

犯罪地点发生在广场
、

车站
、

娱

乐场所和餐饮场所的约为 89 %
。

从犯罪类型中

(表 )我们不难看出
,

凉山州青少年犯罪主要集中

在抢劫
、

盗窃
、

吸贩毒等方面
,

而以上这些场所

人员众多
,

环境复杂
,

正是这类犯罪分子喜欢选

择且容易得手的地方
。

6 家庭环境对犯罪有重大影响

不 良的家庭环境则会导致子女的人格发育不

健全
,

成为青少年犯罪 的客观因素
。

从调查看
,

父母为文盲
、

半文盲的为 22 人
,

占 38
.

59 %
。

家

庭的其他成员是罪犯
,

或者行为品德不端以及酒

精中毒为 18 人
,

占 31
.

57 % ; 父母态度专横或者

放 任 不 管
,

家 庭 居 住 条 件 差 者 42 人
,

占

73
.

68 % ; 失业
、

收人低
,

以及在共同劳动中受到

经济压迫 为 45 人
,

占 78
.

94 %
。

家庭教育出现
“

近墨者黑
”

的效应
。

认真研究青少年犯罪特点及发展趋势
,

是有

效遏制或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前提
。

根据课题组对

凉山州青少年犯罪调查情况来看
,

当前凉山民族

地区青少年犯罪既有与其他地区青少年犯罪特点

相近的地方
,

也有其不同的鲜明特点
。

我们将在

进一步对凉山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 的主要原因等

进行归纳分析后
,

提出有关有效遏制或减少凉山

民族地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措施
、

方法等方面的

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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