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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闲散未成年人，是指已

满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不在学、无

职业的人。所谓“不在学”，是指已

满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没有在学

校学习的人；“无职业”是指已满

16周岁不满18周岁没有就业的

人。基于2001年至2016年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未成年人

犯罪调查数据的比较，笔者着重

分析闲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

点和趋势，进而提出预防闲散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的趋

势和特点

（一）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

从身心发展角度分析，年龄

是心理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也是

未成年人心智成熟度判断的重要

尺度，而行为是行为人自由意志

选择的结果，是心智成熟度的外

在表现。因此，年龄与行为之间

具有客观的必然联系。犯罪行为

作为个体意志自由选择的行为，

必然与行为人的年龄密切相关。

据2001年、2014年和2016年调查

数据显示，14周岁和15周岁的闲

散未成年人犯罪占犯罪总数的比

例分别为36.6%、52.1%和53.6%。

通过比较发现，闲散未成年人犯

罪所占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且

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

（二）侵财型犯罪占较大比

例，主要基于享乐型动机

调查发现，闲散未成年人的

犯罪与非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相

比存在着明显差异，闲散未成年

人实施抢劫、盗窃等侵财型犯罪

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中，2016年

调查数据显示，闲散未成年人实

施抢劫罪的比例为56.3%，高出

非闲散未成年人实施该犯罪的

比例4.3个百分点；闲散未成年

人实施盗窃罪的比例为14.6%，

高于非闲散未成年人实施该犯

罪的比例3.4个百分点。调查发

现，闲散未成年人实施侵财型犯

罪比例高的主要原因是闲散未

成年人经常出入娱乐场所消费

而又缺乏经济来源，闲散未成年

人实施侵财型犯罪主要是基于

享乐型动机。

（三）团伙犯罪所占的比例

高，且具有松散性、临时纠合性

的特点

共同犯罪是闲散未成年人

犯罪的重要形态。据2016年调

查数据显示，85.7%的闲散未成

年人犯罪是共同犯罪。个案调

查发现，闲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

呈现松散性、临时纠合性的特

点，犯罪同伙多数也是闲散未成

年人，三五成群，伙同作案，犯罪

前缺乏明确的预谋和分工，犯罪

行为的侵害对象具有明显的随

机性，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一旦遇

到被害人反抗等外界因素阻碍，

犯罪危害后果就具有不可预知

性和不可控性，这也是犯罪幼稚

性的表现。

（四）犯罪地点集中在街头

和娱乐场所

在闲散未成年人犯罪中，犯

罪地点的选择和确定体现了闲

散未成年人犯罪侵害对象的选

择和犯罪轨迹。2014年的调查

数据发现，51.4%的闲散未成年

人选择在街头实施犯罪行为，这

与闲散未成年人主要实施的是

抢劫罪有关，主要是为了易于寻

找作案目标和犯罪后便于从犯

罪现场逃脱；30.9%的闲散未成

年人是在网吧、KTV、酒吧等公共

场所犯罪，这与闲散未成年人经

常出入这些娱乐场所密切相关；

15.9%的闲散未成年人是在学校

附近实施犯罪行为，这说明此部

分犯罪人在犯罪时主要是选择

在校学生作为侵害对象。2016

年调查数据也同样印证了闲散

未成年人犯罪场域的上述特征。

（五）多数属于冲动型犯罪，

犯罪侥幸心理强

从行为动机的角度分析，闲

散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受行

为时心理因素的支配和影响。

在2016年所调查的闲散未成年

人犯罪中，对“你违法犯罪时是

怎么想的”问题的调查数据显

示，表示“一时冲动，什么都没

想”的闲散未成年人占 85.6%。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发

现，闲散未成年人的冲动型犯罪

占较大比例，并呈现增长趋势。另

外，闲散未成年人的犯罪侥幸心理

强，多数认为实施犯罪不会被追究

法律责任。在2016年所调查的闲

散未成年人犯罪中，表示“凭经验

我国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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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根本不会被抓到”的闲散未成

年人占35.7%，表示“即使抓起来，

走走后门也可放出来”的闲散未成

年人占26.6%。

二、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

的对策建议

（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

育权，加强法治教育，增强法治

观念

一是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

受教育权，防止义务教育阶段未

成年人辍学、失学，从源头上减

少闲散未成年人数量。根据我

国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

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

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

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辍学；

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

教育权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品

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

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

未成年学生；建立未继续升学的

初中、高中毕业生跟踪教育管理

工作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沟

通，构建学校、社区、教育管理、

劳动培训等部门紧密衔接的信

息共享机制，发展职业技术教

育，让更多的学生在初中毕业未

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时，能够在

职业高中继续学习和接受培训，

以获得一技之长，提高就业创业

的能力和机会。总之，闲散未成

年人重新回到学校学习，可以使

闲散未成年人拥有正常的社会

身份、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在

社会身份的基础上形成社会认

同，增强社会归属感和安全感，

能够有效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

罪。

二是加强法治教育，增强闲

散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消除其

犯罪侥幸心理。通过社区法律学

校等平台，根据不同年龄段闲散

未成年人的特征，分年龄段、分群

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

育。尤其要重点讲解犯罪和刑罚

方面的知识，使其知悉犯罪与刑

罚的必然联系，在犯罪前发挥刑

罚的警戒和威慑作用，减少闲散

未成年人犯罪的侥幸心理。

（二）加强对闲散未成年人

的就业指导

稳定的职业是预防闲散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举措。

应加强对闲散未成年人的公益

性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开展职业

培训、职业介绍、信息咨询等服

务，提高其就业技能，拓展就业

渠道；加大对闲散未成年人的创

业扶持力度，塑造闲散未成年人

的就业观和创业观，实现就业渠

道的通畅，使用人单位与有就业

意愿的闲散未成年人建立有效

联系，促进闲散未成年人就业创

业；动员青少年维权岗、志愿者

协会等社会组织对闲散未成年

人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法律政

策问题及时进行解答，积极提供

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保障其合

法权益。

（三）加强对公共娱乐场所

的管理，建立经常性联系和帮扶

机制

一是加强对公共娱乐场所

的管理，优化闲散未成年人的成

长环境。笔者调查发现，网吧、

酒吧、KTV等娱乐场所是闲散未

成年人犯罪相对集中的场所。

由于网吧、酒吧、KTV等场所属

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封闭性空间，

此类空间的特点是人员成分复

杂，流动性大，隐含着一些诱发

犯罪的因素，存在着抢劫、盗窃

等财产犯罪或者故意伤害、聚众

斗殴等侵害人身犯罪的风险。

为此，公安、文化等部门应加强

对网吧、酒吧、KTV等场所的管

理和检查，对发现违法接纳未成

年人入内的场所，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尤其要对屡

教不改的经营主体作出罚款、吊

销许可证等处罚，从而优化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二是消除社会偏见，增强闲

散未成年人的社会归属感。共

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或其他社

会组织可以动员闲散未成年人

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团体、公益性

组织，根据闲散未成年人的身心

特点，开展一些健康向上的活

动，增强闲散未成年人的社会归

属感。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加

强对闲散未成年人的联系管理

和教育帮扶，将其纳入基层综治

中心的视野，组织专业力量开展

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摆脱不良心

理，树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三是建立经常性联系和帮

扶机制。依托青少年事务社工

等社会组织对闲散未成年人开

展长期帮扶工作，组织公安、检

察、法院、民政、教育等工作人员

与闲散未成年人进行结对，建立

经常性的联系和困难帮扶机制，

使闲散未成年人切实感受到社

会的关怀和温暖，教育引导其树

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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