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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实证调查研究 
——以 A 市中心城区为分析样本 

◆刘沈文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江苏南通  226400） 

前言 
2018 年 12 月 31 日，湖南省衡南县初中二年级少年罗某因

为和父母发生争执，拿起父亲工作用的锤子将自己的双亲锤杀。
这是湖南省近一个月内的第二起未成年人弑亲案件，就在同年的
12 月 2 日，湖南沅江 12 岁少年吴某在家中将母亲杀害。上述案
件只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
犯罪正呈现出更多发化、更低龄化、更暴力化等趋势。2019 年 1
月 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增设了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第
九检察厅，这表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正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
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某省 A 市中心城区为样本，对该
区域内一定时期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进行实证调查研究。 

一、A 市中心城区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分析 
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我国未满十八周岁的

公民是未成年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不满 14 周岁的未
成年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其犯罪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14
周岁以上不满 16 周岁的，只对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
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八种犯罪
行为承担刑事责任；16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的，和成年人一样
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刑事处罚。因此，
笔者与 A 市中心城区检察院联系，获取了 2016 年至 2018 年该区
14 周岁至 18 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数据资料和案件信息，
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通过整理，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该区检察院受理审查逮
捕的案件共 969 件/1868 人，其中犯罪嫌疑人在 14 岁至 16 岁之
间的共 28 件 25 人，占比 2.8%，16 岁至 18 岁之间的共 368 件
652 人，占比 37.9%；审查起诉的案件共 1460 件 2774 人，其中
犯罪嫌疑人在 14 岁至 16 岁之间的 47 件 101 人，占比 3.2%，16
岁至 18 岁之间的 472 件 885 人，占比 32.3%。可见，不同年龄
阶段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与该区犯罪总量的比重是相对稳定的，
该区未成年人犯罪以 16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这个区间的人为
主。另外，在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中，男性占据绝对比重
96%，从犯罪性质来看，该区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罪名包括聚众
斗殴、寻衅滋事、盗窃、强奸等，涵盖了从社会秩序、公私财产
以及人身生命安全权利等非常广泛的法益范围，且集中于自然犯
罪的领域，行政犯罪领域相对很少。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新态势 
通过对 A 市中心城区未成年人犯罪具体案件的研判，笔者

认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正呈现出以下新态势。 
（一）暴力犯罪、侵财犯罪发生的随意性更强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侵财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重要组成

部门之一，这类犯罪多具有较强的突发性、随意性。A 市中心城
区样本统计期间，未成年人犯盗窃罪的案件数量最多，约占未成
年人犯罪总量的 54%，且盗窃金额大多不是很大，多属于顺手牵
羊、一时起意；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犯罪在未成年
人犯罪总量中占据着约 40%左右的比重。近年来，该区检察机关
共处理未成年人聚众斗殴案件嫌疑人共 134 人，其中小学生 15
人，初中生 101 人，中专生 18 人；处理未成年人寻衅滋事案件
嫌疑人共 42 人，其中 16 人为酒后寻衅滋事。这类案件中，未成
年人往往是受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影响，一时激动，群起相
应，同时又缺乏对自己行为性质、行为程度的清醒认识和控制，
从而导致行为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给社会治安、人身安
全或财产损失造成了较大的侵害。近年来，这类犯罪案件的情节
可以说更加疯狂、随意，比如某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李某（17 岁）

仅仅因为某同学瞟了他一眼，就认为该同学看不起他，在放学后
拦住该同学进行肆意殴打致其重伤。暴力犯罪与群体犯罪通常是
伴随发生的，未成年人群体性犯罪问题尤为突出。 

（二）性犯罪的发案数量和严重程度日益增加
2016 年至 2018 年间，A 市中心城区检察院共审查起诉未成

年人性犯罪案件 25 件 57 人，其中涉嫌强奸罪 17 件 31 人；涉嫌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罪 2 件 2 人；涉嫌组织、协助组
织、介绍、容留卖淫罪 6 件 24 人。在未成年人性犯罪中，“约会
强奸”已成为主要表现为恋爱约会强奸和酒醉强奸。恋爱约会强
奸和网络约会强奸，是男女双方有一定感情基础的背景下，男方
在女方坚决反抗时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又可分为以下情
况：一是以建立恋爱关系为名约会时发生的强奸；二是强行与恋
人发生性关系；三是曾经为恋人关系的男女在一方欲终止恋爱关
系时男方利用约会时机实施强奸。酒醉强奸。即在约会时劝女方
大量饮酒将女方灌醉后与之发生性关系。三是网络约会强奸。即
利用网络进行约会，男女双方并非恋人，只是在网络上相识后进
行约会并约会时强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应该看到，未成年人性
犯罪的方式正逐渐成人化。 

（三）利用网络犯罪成为新兴的犯罪手段
狭义上的网络犯罪，指行为人运用计算机技术，借助于网络

对其系统或信息进行攻击，破坏或利用网络进行其他犯罪的总
称，其危害的是网络及其信息的安全与秩序，如非法侵入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表现为恶意攻击网站、在
线传播计算机病毒等。广义上的网络犯罪还包括利用计算机网络
实施的犯罪，如网上诈骗、电子盗窃、敲诈勒索网友、利用网络
传播淫秽电子信息、非法架设网络游戏私服等。未成年人网络犯
罪主要是广义上的网络犯罪，即利用网络实施盗窃、诈骗、敲诈
勒索、传播淫秽物品罪等犯罪。这类案件虽然不多，但几乎每一
个案例都有相当的典型性。如被告人曾某某（17 岁）在家中利
用电脑，通过互联网使用黑客软件侵入学校网站，建立非法管理
员帐户并且对学校网站网页进行篡改，对网站数据库进行删除，
导致学校网站主页板块显示混乱，文章内容被删，严重影响了学
校的日常办公。被告人张某（16 岁）在互联网中华玄幻网上注
册用户名“龙飞凤舞”后，将淫秽小说《当代警察风流记》全文
转载至中华玄幻网，该小说点击总量为 53190 次。这些案例的未
成年被告人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少数为在校生或刚毕业不久。 

（四）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增强
在调查样本中，受到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当中已满 14 岁不

满 16 岁的人数逐渐增多，有些少年从 10—13 岁就开始走上犯罪
道路。而根据犯罪学的理论与实践，犯罪的年龄越小，犯罪的次
数越多，未成年人以后成为职业犯、常习犯的几率就越大。根据
有关专家的研究，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几率在 45%至 65%之间。
也就是说，如果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未成年犯罪人未来有一半
左右的人将再次犯罪。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家庭和社会环境是引发未成年人犯罪得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

偏激倾向。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坑蒙拐骗、以权谋私、贪污受
贿等社会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对社会风气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
而目前我们的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等中
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以及其它不健康的
内容，对社会文化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同时，目前重
考试成绩、轻道德人格培养的家庭教育模式，更进一步加剧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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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健康品格的缺失。大多数犯罪的未成年人，他们的家长在
家庭教育方面存在严重欠缺，缺乏与孩子应有的沟通，不了解孩
子平时与谁交往，当发现孩子有不良行为时，非打即骂，反而拉
大了与孩子心理上的距离，加剧了孩子逆反心理，从而脱离家庭
的监管。这些家庭和社会的不良风气对涉世不深的未成年人产生
极大的消极影响，引诱他们建立不健康地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
观，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未成年人自身心理素质不强，抵御能力差 
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限于年龄和知

识水平的限制，未成年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尚未形成健全的人格，
其客观辨认社会事物、理性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相对于成年人弱
很多，处世的无知性、盲目性导致未成年人的心理素质和行为品
格普遍不稳定，很难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通过对各种案
件的分析，笔者发现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因素主要有几下几
种：一是好奇心理作祟。未成年人初入社会，经不住诱惑，很容
易被别人拉拢、利用，如一些聚众斗殴犯罪和涉淫犯罪中常见此
类心理情结。二是逞强好胜、义气用事，这类犯罪通常属于激情
犯，事先没有周密的考虑和精心策划情节，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
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但这类犯罪往往带
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三是存在自卑心理，承受挫折能力较弱。
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学习成绩较差、家庭经济情况或者家庭
和谐情况不良，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形成较大的反差，进而产生强
烈的失落感、自卑感，自信心不足，甚至希望通过犯罪行为来获
取他人的认同感。 

（三）法制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效果还不明显 
近几年来，虽然在中小学设立了法律知识和品德教育课，在

社会上开展“送法上门”、“法律进家”等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活
动，但在力度上还有欠缺，工作机制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导致对未成年人普法的效果并不好。尤其是当前我国的义务教育
仍以应试教育为主要模式，学校教学大多唯智育为重，很多学校
的法制课程只是僵化地完成试卷交差，甚至让家长代替学生完成
法制作业，致使法律教育流于形式；学校日常管理不到位，表现
为不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动态变化，无法及时对学生的不良苗头问
题进行抑制。因而，导致一些未成年人法制观念十分淡薄。 

（四）缺乏行之有效的教育挽救机制。未成年人时期是人生
刚刚开始的阶段，如果不能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教育，就可能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样，如果不能对失足的未成年人及时挽救，
则他们将越陷越深，可能无法再回归社会。目前我们通常采取轻
缓刑罚、社区矫正、治安处罚等方式对失足未成年人进行教育，
但事实证明其效果并不明显，甚至这些做法的效果是不能证实。
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挽救，不仅要让他们认识到犯罪的危害性和严
厉性，更应当赋予他们重回社会的希望和能力，这需要心理治疗、
技能培训、人力资源调配等各种社会机能的共同协作。但是，显
然我们目前在这些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于是就造成了失足未成
年人想回归社会却没有能力过正常生活，或者想回归社会而社会
不接纳的现状。 

四、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日趋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我们应当努力做好

以下方面： 
（一）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自我预防、家庭预防和学校预防 
首先，自我预防是防范未成年人犯罪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

这就要求我们的未成年人具有健康的、正常的心理素质。要通过
各种方式方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未成年人精神教育，
让未成年人树立自强自立意识，树立善良的社会责任心，把主要
精力放在学习上培养健全的人格，做到遵纪守法，特别在结交朋
友时能够鉴别良莠。其次，家长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创造良好
的家庭氛围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家
庭教育能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能给孩子以潜
移默化的良性熏陶。家长要加强与孩子的沟通，要引导孩子把旺
盛的精力投入到正当活动中去，自觉远离不良行为；家长还要经
常主动与学校联系，保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一致性，形成家
校教育管理的合力。再次，学校应当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

力军之一。学校要根据学生的心理、行为特点及社会发展形势的
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尽快由目前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
转变，努力克服和扭转重智轻德的不良倾向；要对学生开展系统
的法制教育，通过组织学生参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展览，观看
法制教育录像，举办法律知识竞赛，开设法制宣传园地等形式，
让中专生沐浴“法律阳光”；要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注意观察了
解学生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良言行，及时遏止不良苗头
性倾向。 

（二）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专门办案体系 
要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始终坚持保护、挽救、教育的

基本原则。首先，司法部门应当尽可能依托女性办案小组专门办
理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用女性特有的气质尽量减少对未成年犯
罪人的二次心理伤害，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引导失足未成年人走出
犯罪的心理阴影；办案过程中要认真维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
利，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要帮助提供法律援助，不希望声誉受损
的应当为其保密。其次，充分利用“检调对接”“诉调对接”等
调解机制，努力化解犯罪引发的各种矛盾；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如果当事人和解的，可以适当扩展从轻从缓量刑的范围；对于难
以调和的矛盾，诉讼要及时进行，不能“久调不决”。再次，司
法机关要与其它部门主动对接，共同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处
理工作。司法机关要积极地与辖区内的各类学校建立预防学生犯
罪的协作机制，明确双方在在校学生犯罪预防、移送、教育和挽
救等方面的职责，将预防和教育未成年人遵纪守法的职责落实到
部门、具体到个人，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考评标准；司法机关
还可以会同有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学校执行合作机制的情
况，通过法律建议、联席会议、调查报告等形式及时督促校方抓
好在校学生犯罪预防工作。 

（三）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应对未成年人犯罪 
要积极整合公安、教育、人力资源、社区、舆论媒体等社会

资源，建立预防挽救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工作体系，形成社会群
防群应机制，努力达到“三个到位”：一是社会环境到位。相关
部门要针对一些违规网吧、娱乐会所等容易诱发犯罪的重点场所
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坚决查处传播色情、暴力的出版物、电子信
息游戏软件等产品，减少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二是就业帮
扶到位。未成年人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工作岗位，而有过犯罪经
历的，尽管我国刑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现实
中仍然会对未成年人的发展和成才带来不良的影响。而未成年人
对于国家未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人力资源和劳动部门要
高度关注失足未成年人的就业问题，主动作为，积极引导他们走
向社会。三是联系到位。以往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
理采取的是行政部门之间“单位-单位”的二元模式，作为当事
人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事实上是工作的对象，因此要转变这种二
元模式为“单位- 家庭”的多元化模式，充分发挥家庭在未成年
人犯罪应对中的主体作用。 

综上，我们要通过社会宣传、就业促进、家庭教育等方面的
努力，切实强化法制宣传教育，为失足未成年人搭建一条回归社
会的“黄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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