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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4年9月29日 《人民日报》刊载张轩的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原来封闭式的传统计划经济

模式转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其

中之一是青少年违法犯罪上升较快，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一是犯罪总量持续增长。二是青少年犯

罪占刑事犯罪比率呈上升趋势。全国判处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比率由1998年的6.36%上升到2003年的

7.93%。三是青少年犯罪类型呈扩展式发展。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罪名由1998年的98个发展到2003年末的

120个，增幅达22.45%。 青少年犯罪整体上呈现出较为严峻的态势，其特点主要有：（1）从犯罪主体来

看。一是犯罪年龄呈集中性和阶段性分布。2000年以来，14-16岁青少年违法犯罪增长率持续增高。据统

计，14-16岁未成年人犯罪比率从1999年的11.42%逐年递增至2003年的15.09%，而16-18岁的青少年犯罪

率始终居高不下。二是性别分布上以男性为主，但部分地区女性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有所上升。三是文

化程度普遍较低。2002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研究报告表明，在未成年人犯罪群体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

占34.6%，而初中没毕业的占到了47.3%。四是身份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城市闲散青少年、进城务工青

年、学生等群体。一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调查中的数据显示，闲散未成年人犯占全部调查对象的61.2%。

（2）从犯罪行为来看。一是团伙性明显。由于青少年主观独立性较弱，有渴望友情，乐于群聚，向往集

体的心理需求。二是“五性”突出。青少年群体兴趣爱好广泛，情感丰富，常对许多人、事物和社会事

件产生情绪反应，由于青少年情绪的冲动和不稳定，导致了青少年犯罪行为的盲目性、冲动性、暴力

性、模仿性和偶发性。例如某中学两名13岁男生偶然翻到了家长藏在家中的黄色录像带，二人看完后即

模仿录像中的行为将邻居的少女轮奸。三是智能性趋向。由于青少年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和信息渠道的

不断丰富，青少年犯罪行为开始由低级、简单、随意向高级、高智能发展，利用计算机、互联网等科技

手段进行的青少年犯罪开始显现。（3）从犯罪类型来看。一是从较为单一的犯罪类型向成人化犯罪类型

发展。有一个未成年人，仅仅因为自己的姐夫没有给钱买衣服，就起了歹意，他购买了绳子从窗户里爬

进去把姐夫勒死，还伪装了现场。二是随着青少年需求的泛化，犯罪动机、犯罪目的出现多样化，形成

了犯罪类型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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