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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网络薄弱是闲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最后更新：2007-11-15  

就所属的社会群体而言，未成年人主要生活在由家庭、学校及同辈群体构成的三重环境之中，而这

三者都是具有不同社会学特征的三个“小社会”，它们也各自以其独特的优势对未成年人施加着种种影

响。如果其中的一个环境出现问题，那么未成年人的生活世界自然会出现失衡，他们的身心发展也会受

到影响。 

从家庭生活来看，在被调查未成年犯中，进未成年犯管教所之前有52.3%的人长期与亲生父母共同生

活在一起，24.4%的人与亲生父母均不生活在一起，23.3%的人与亲生父亲或母亲中的1人生活在一起。从

总体上看，闲散未成年犯与亲生父母生活情况与非闲散未成年犯没有显著差异。由此推论，未成年人不

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失去父母的关照，是造成其闲散乃至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家庭教育来看，闲散未成年犯的父母多数缺乏教育能力，不能及时矫正孩子的不良行为。本次调

查中，我们选择了几种典型的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询问未成年犯“当你有这种行为时，父母通常采用

什么样的教育方式”，结果平均60%的父母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式。如果说服教育可以奏效，应该有相当

多的孩子不至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由此可见，父母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会影响教育效果，但并不

决定教育效果，决定教育效果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能力，即帮助孩子和改变孩子不良行为的能力。因

此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父母说服孩子的能力就非常重要。在被调查的未成年犯中，有85%的孩子在上学时

有旷课逃学的经历，在他们逃学之后，有78.1%的父亲、78.6%的母亲制止过孩子，但是仍然有45.5%的孩

子“经常有”旷课逃学的情况，“偶尔有”的也占39.6%。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教育能力的缺乏

而使其教育缺乏实效性。 

调查还表明，未成年犯的家庭关系中存在诸多的不和谐。在“本人与父母的关系”的调查项目中，

表示与父亲关系非常好的，闲散未成年犯占42.9%，非闲散未成年犯占53.7%；表示与母亲关系非常好

的，闲散未成年犯占60.0%，非闲散未成年犯占67.6%。在“父母之间关系”的调查项目中，表示“父母

关系非常好”的，闲散未成年犯占41.2%，非闲散未成年犯占47.9%。以上数据表明，非闲散未成年犯家

庭成员的关系明显好于闲散未成年犯的家庭关系。 

从上述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结构不完整，亲子关系疏远，再加上父母教育能力缺乏，致使

闲散未成年犯在犯罪之前很难获得积极的家庭生活体验，因此他们选择了逃逸，选择了离家出走。在表

示自己经常离家出走的选项中，闲散未成年犯占41.7%，而非闲散未成年犯只占24.9%。当家庭不再是未

成年人的生活港湾，当家庭的社会情感支持系统作用完全丧失，当未成年人不再依恋自己的父母，当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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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无法行使监护人的权利和职责时，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缘纽带就被无情地切断了。  

学校是未成年人构建自己的知识世界，完善自己的心灵世界，实现社会预期要求的重要场所。未成

年人在学校生活中，不仅要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与观念，而且还要逐渐在与教师和同学相处的过程中

学会交往，学会自我评价。 

有研究证明，学校经历影响着学生对于自己能力的评价。比如，经常成功的学生，把新奇的问题看

作是一种挑战；在这种挑战中，他们受到鼓励去赢得成功。而经常失败的学生则会认为自己无能，并逐

渐丧失去尝试的机会（[美]E.齐格勒：《社会化与个性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

88页）。本次调查告诉我们，闲散未成年犯在学校生活中的失败不单纯表现为学业的失败，还表现为人

际交往的失败。闲散未成年犯在学校受到其他同学歧视的比例偏高于非闲散未成年犯，其中闲散未成年

犯占30.5%，非闲散未成年犯占23.6%。多次失败的体验，不仅使这些未成年人停止了努力，也使他们放

弃了学业，远离了学校，学校留给他们的将是一种永久性的伤害，因此他们很难对学校产生归属感，很

难继续在学校中生活。 

关于同龄群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并提出了群体社会化发

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之外的社会化就发生在儿童期的这些群体之中。儿童在其

社会化过程中独立地习得了两套行为系统，一套用来适应家庭内部的生活，一套用来适应在社会上的生

活。家庭对未成年人最初社会化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影响后来逐渐减弱、淡化，被群体影响所取代。每

一个儿童都必然要参与并认同于一个社会群体，在群体中学会在社会公众中的行为方式。同龄群体不仅

为未成年人走向社会架起了桥梁，也为他们表现自我、塑造新一代社会角色开辟了道路。 

虽然闲散未成年犯大都在同龄的不良伙伴群体中寻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但是这种同龄群体却有别于

正常未成年人的同龄群体。闲散未成年犯在同龄伙伴的选择上有特定的指向，即他们选择的是和自己兴

趣相同、行为相近的人，而这些人又大都是一些有不良行为的人。他们在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上也与正

常的未成年人群体不同，因此他们很难在这个群体中学会在社会公众中的行为方式，与此相反，正是这

个群体内具有多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频繁互动使他们一起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从上述对闲散未成年犯入狱之前生活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正常的未成年人群体不同的

是他们的社会联系网络非常薄弱，这恰恰是他们实施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美国犯罪学家特拉维斯

·赫希在论述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时指出的那样，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

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与犯罪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人就会无约束地随意进行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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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陈云凡 

责任编辑：孙宏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供稿）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