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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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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青少年犯罪、吸毒和环境污染是人们公认的“三大公害”。出现了手段成人化、年

龄低龄化、团伙化、高智商化、暴力化等新特点，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阻

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并尽快找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本文通过分析探究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结合实际，提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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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犯罪的现状

近年来有关青少年犯罪统计资料，显示我国

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例从 (" 年代的 #"2 至

)"2 升到 ’" 年代的 /"2 至 ’"2 。进入 -" 年代，

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仍居高不下：!--&
年 为 1"* ()2 ， !--/ 年 为 )/* ’(2 ， !--’ 年 为

)-* )-2 ，!--- 年 为 )&* /!2 （ 《中 国 法 律 年 鉴

3!--- 0 #"""4》 5 6 7， 中 国 法 律 年 鉴 社，#""" 年

版）。这些数字足以让人深思。同时，随着社会

的急剧发展变化，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出现了一

些新的特征。

（一）所犯罪行严重，大案要案多，社会危

害性极大。青少年犯罪经常表现为抢劫、故意杀

人、盗窃、绑架等故意犯罪，很少为过失犯罪，

犯罪时不计后果，手段残忍。

（二）暴力性犯罪占很大比例。暴力性犯罪

是以给被害人造成肉体上的损害为主要手段或以

人的生命、健康为直接侵害对象的各种犯罪。据

统计，青少年涉及的故意杀人、抢劫案件各占总

数 #"2 以上，故意伤害、强奸、绑架等也均占有

一定的比例，且近一两年呈上升趋势。

! 三 " 团伙犯罪案件较多，甚至还有的形成犯

罪集团。青少年由于他们的思想还不是太成熟，

犯罪心理压力大，作案经验少，在实施暴力犯罪

时，担心被害人反抗，总觉得单个人作案势单力

薄，故他们经常伙同他人共同作案发展为集团性

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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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滥用毒品现象严重。一些青少年为了

解脱身心压力或寻求精神刺激，吸食毒品，沉溺

于感官刺激，并因吸毒引发贩毒、卖淫等其他违

法犯 罪活 动。#""" 年的 《中 国禁 毒》 白皮 书记

载：“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
年为 !1* ’ 万，!--( 年约 (# 万，!--- 年为 &’* !
万。吸毒人数中，吸食海洛因的占 /!* (2 ，年龄

在 )( 岁以下的占 /-* #2 。”

（五）电脑犯罪迅速兴起。随着计算机机信

息系统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社会经济信息化

进程的加快，针对和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的

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兴起，成为新的犯罪形式。基

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专业技术要求，当前计算机

领域违法犯罪的主体以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少年占

绝大多数。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 少 年 犯 罪 问 题 ， 是 个 非 常 复 杂 的 社 会 问

题，它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

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青少年犯罪的自身因素。青少年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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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身心发育阶段，他们精力旺盛，天性好动，理性

认识薄弱，逞强好胜，偏激任性。在生理、心理上

尚不完全成熟，社会经验少，缺乏对事物的判断能

力和鉴别能力，尤其在心理和情绪上变化复杂，极

不稳定，表现在生理上早熟，心理上滞后，极易造

成心理上，感情上逆反。加之青少年法律意识淡

薄，有的不学法、不懂法，在各种因素的“夹击”

下，形成了许多错误的价值观，表现为混乱，颠倒

的“是非观”、贪婪的“幸福观”、称王称霸的

“英雄观”、低级庸俗的“趣味观”等等，导致青

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二）家庭教育的失当，为青少年犯罪推波助

澜。从大量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分析，以下几种

家庭及家庭教育方法极易导致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

的道路： !教育方法不当的家庭。这类家庭一般

表现为：一是家长对子女过分的溺爱；二是家长对

子女教育方法简单粗暴；三是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引

起的矛盾；四是教育滞后没跟随青少年的身体发育

过程。"不完整的家庭。一是婚姻变异的家庭。因

婚姻变异导致子女生活得不到保障或身心健康遭受

伤害或无人（或缺乏）教育监督而犯罪；二是父母

双方外出经商或外出从事其它活动，未成年子女留

在家缺少父母教育监督的。最新统计显示，父母离

异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 $% & 倍。中央综治

委 在 对 全 国 !’ 个 少 管 所 和 监 狱 的 调 查 中 ， 有

&(% () 的青少年罪犯来自破碎家庭。#父母素质较

低的家庭。某些父母本身素质较低，整天吃喝玩

乐，享乐主义至上，或思想不健康，作风不正派，

行为放荡，有的甚至违法犯罪，无视道德法律，使

他们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 养成不良习惯。

!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滋生青少年犯罪的土

壤。社会中的消极因素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催

化剂。不健康的社会文化，对涉世不深、抗诱惑力

不强的青少年的危害是很深的。一些影视中播放的

犯罪过程和人物语言的腐朽观点，不健康的书刊杂

志、电子游戏中的大量宣扬暴力、色情的东西，强

烈刺激着缺乏辨别判断能力，充满好奇、处于发育

期青少年的感官，吞噬着他们纯洁的心灵。加之到

处可见的美发厅、按摩院，疏于管理的网吧、录像

厅，不按照规定，随意让青少年进入，严重毒害、

腐蚀着青少年的心灵，诱发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无

经济来源，当囊中羞涩，抵挡不住诱惑时，就有可

能由内向外，从小偷小摸到公开敲诈抢劫，甚至杀

人谋财，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四）学校的重智轻德，教育失衡。传统的教

育观念使一些学校领导重视的是生源、荣誉，老师

拼命地抓成绩，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对理想、

道德、法制的教育，出现了“教书不育人”的状

况；有的学校责任心不强，对校规校纪抓得不严，

对于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上不上课，无人过问，

使他们无故逃学，浪迹社会，结伙成群，互相传染

不良习性，加之没有及时发现与制止，久之使他们

胆大妄为，蔑视校规，从而走向犯罪；有的学校将

学生分为好、中、差三等，区别对待，在青少年学

生中人为地形成身份地位差异和不平等，导致青少

年心理严重失衡，最终使思想差、学习差的学生破

罐子破摔，走向犯罪。

三、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与建议

预防青少年犯罪，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

的重大社会问题，应该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重点还是需要从家庭、学

校和社会三方面做起。

（一）加强家庭管教功能。家庭是青少年学

习、生活和活动主要场所，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

心理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家长一定要作好子女

的管理教育工作：一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

言行影响子女的成长，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二、是

要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庭环境，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三是要关心子女，

尤其是对于外出务工的家长，尽量不要父母双双外

出，如果确实必须，应经常联系子女，加强与子女

的沟通，在满足子女物质需要的同时，应重视他们

的思想和精神需要，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进行管

教。

! 二）注重学校的教育功能。学校教育是家庭

教育的延伸和继续，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起着重

要的作用。学校要改变那种重视分数，片面追求升

学率的不良倾向。学校要在传播文化知识培养兴趣

爱好，引导个性发展的前提下，使青少年首先学会

做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进和完善管理制度与

教育方法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德育工作放在

学校工作的首位。

同时学校还要开展法制教育，切实担负起加强

法制教育的重任，使青少年从小树立牢固的法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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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三）净化社会环境。社会各方面，应齐抓共

管，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一个

健康的外部环境。一是要净化文化市场。相关部

门要加大监管、打击力度，净化影视报刊文化市

场，加大打击宣传色情、凶杀、暴力的书刊和音

像制品，杜绝黄、赌、毒对青少年侵蚀。二是要

加大对网吧、游戏室的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该

取 缔 要 取 缔 、 该 关 闭 的 要 关 闭 、 该 处 罚 的 要 处

罚，坚决避免不法网吧、游戏室给青少年带来的

危害。三是要加强宣传和普法力度。使青少年树

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抵制

不良习气的能力，增强法制观念，自觉做遵纪守

法的公民。四是加强社会治安，减少青少年犯罪

的外部诱因，为青少年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治安

环境。

总之，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青少年犯罪在

所难免，无法回避。它不仅直接危害着年轻一代的

健康成长，而且严重阻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预防和遏止青少年违法犯

罪，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工作，是整个社会的共同

责任，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 #康树华 $ 《青少年犯罪研究十年》，重庆出版社，"%%& 年版 $
!’ #李德芳 $ 《社会变革中的青少年犯罪》，贵州民族出版社，"%%( 年版 $
!) #康惠农主编 $ 《青少年犯罪研究》，"%%% 年第 ""—"’ 期 $
!& #康惠农、王汉林主编 $ 《青少年犯罪预防、控制问题研究》$

!" #$%&’& $"( )*+%,-*"& *. /%0’"-+’ 1’+-"2%’"34

$%&’( )*+,!，$%&’( -./01 23’( %.4

5!6 2/789:+ ;9</7/:= :+< >*=/7.?:+ 3@@/7.AB C >A*@.BB/*+:= D*==.,.，E.F:+, 2/789:+,1 G!H"""I
06 J/D8:+, D*==.,.1 J/78:+,1 2/789:+, G!K"!4I

46 D8.+,<9 &,A/79=L9A:= 27/.+7. :+< ).78+*=*,F 3779M:L/*+ N+BL/L9L.1 -.+O/:+,1 2/789:+ G!!!4" P

!"#$%&’$( ’*Q:<:FB1 O9R.+/=. <.=/+S9.+7F1 <A9, :T9B. :+< M*==9L/*+B :A. A.7*,+/U.< :B L8. L8A.. ,A.:L.BL
7:=:?/L/.B6 3@ L8. L8A..1 O9R.+/=. <.=/+S9.+7F /B L8. @*79B *@ M9T=/7 :LL.+L/*+6 &+< /L T.:AB L8. 78:A:7L.A/BL/7B *@
:<9=L L:7LB1 F*9+, :,.1 ,:+,B1 8/,8 /+L.==/,.+7. :+< R/*=.+7.6 &+< /L :=B* 8:B T..+ T.7*?/+, : B*7/:= MA*T=.?
<.?:+</+, L* T. B*=9L.< A/,8L :Q:F1 Q8/78 /B L8A.:L.+/+, *9A M9T=/7 B.79A/LF :+< T=*7V/+, *9A 8:A?*+/*9B B*7/:=
<.R.=*M?.+L6 ’*Q /L /B 9A,.+L L* :+:=FU. L8. 7:9B.B *@ O9R.+/=. <.=/+S9.+7F :+< @/+< .@@.7L/R. B*=9L/*+B6 2* L8/B
L8.B/B :+:=FU.B L8. 79AA.+L B/L9:L/*+ :+< 7:9B.B *@ O9R.+/=. <.=/+S9.+7F1 :+< M9LB @*AQ:A< B*?. B*=9L/*+B TF A.W
=:L/+, L* L8. MA:7L/7.6

)*+ ,-%.#( ;9R.+/=I E.=/+S9.+7FI D:9B.BI 2*=9L/*+B

*责任编辑：张俊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