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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控制理论与青少年犯罪防范：以家庭为视角 

陈晓明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目前公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青少年犯罪的急剧增加，已使众多犯罪 

学者投入到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青少年犯罪是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考虑到青少年犯罪实际上是一个最初起因于家庭，进而显现于学校，并 

最终恶化于社会的现象，本文特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将问题聚焦在家庭与青少年犯罪的 

关系上，也就是从源头探讨青少年犯罪的防范对策。 

 

一、社会控制理论：现今最有影响的青少年犯罪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其主要代表人物 

是美国著名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西(Travis Hirschi)。社会控制理论源于霍布斯( 

T Hobbes)的关于人类并非天生就会顺从社会规范的论点Hobbes,T (1958)Leviat 

han Part 1 and Part 2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赫西认为，人类是动物， 

犯 

罪是每个人的本能，人人都有犯罪的自然倾向，因此，当把文明的外衣拿掉时，人人都会犯 

罪。所以，“人为什么要犯罪？”不应是犯罪社会学研究的问题；相反的，“人为什么不犯 

罪？”才是犯罪社会学家所要探讨的问题。赫西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人之所以从未犯罪，是 

由于有外在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其遏制了。外在社会控制是指诸如学校、家庭、教会等社会力量 

。如果一个社会中这种控制机制受到削弱或消失，犯罪就会不受约束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Hirschi,T

(1969)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赫西强调个人和社会所建立起的“社会纽带”(social bond)可以解释人何以不犯罪的问题 

。他认为“社会纽带”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情感，是人们正常人格中的一部 

分。这种纽带具有防止青少年犯罪的作用，因为这种纽带会使青少年增强社会责任感，顺从 

社会传统规范。当一个人认识到他的家庭或社会上多数人对他的期望值越大，社会道德与社 

会秩序对他越重要，就表明“社会纽带”的作用越强烈，这个人就较不会犯罪；反之，如果 

一个人反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与信仰，任由其本能做事，完全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的 

人就缺少了“社会纽带”，这种人较容易实施犯罪Hirschi,T (1969)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赫西认为社会纽带由下列四个要素构成： 

1．依恋(Attachment) 

依恋是指与他人，特别是与家庭和学校的感情联结。一个人如与他人有亲密的感情、尊敬并 

认同他人，则会在意他人的期待；当不认同他人时，则不会受彼此共有的规范所约束，就可 

能去破坏规范。按照社会控制理论，依恋程度越高，犯罪行为会越少。对青少年来说，家庭 

和学校是他们的主要依恋对象，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对他们正常社会化有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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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家庭在青少年生活中扮演最重要的社会控制角色是各种犯罪社会学派的共识，正像 

美国犯罪社会学家戈夫(W Gove)指出的，“家庭在青少年犯罪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是在对越 

轨行为研究中最瞩目和最经常重复的发现”Gove,W (1982)“The Family and Delin 

quenc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3：301～319.。 

2．追寻(Commitment) 

 

追寻意指将个人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传统目标的追求和对未来成功的期盼。追求成功，是青 

少年的重要理想，也是整体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志向越高，投入程度会越高，越不会从事犯 

罪活动，因为其会考虑由此而引起的代价。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一个人如果投入传统活动( 

如工作、劳动和教育等)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其从事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美国社会学 

家托比(J Toby)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喜欢上学，重视学业表现，并经常获得父母和老师 

的鼓励，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欲就会很强，就会有“遵从危机感”(stake in conformity) 

，这种孩子不会有犯罪的问题；如果孩子未能形成“遵从危机感”，他就很容易依其原始本 

能行事。Toby,J (1957)“Social Disorganization and Stake in Conformity：Compl 

ementary Factors in the Predatory Behavior of Hoodlums,”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and Police Science 48：12～17。 

 

3．参与(Involvement) 

 

参与是指对社会传统活动的参加，参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方式。赫西认为， 

较深入地参与传统活动，就会缺少从事越轨行为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将个人从犯罪行为的潜 

在诱惑中隔离开来，使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感知诱惑，考虑和从事犯罪活动。赫西在对旧金 

山地区5545名青少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大约四分之三的犯罪青少年时常觉得无事可做，空闲 

时间很多。另外，如果从事的不是传统活动，而是诸如吸烟、酗酒等活动，犯罪的可能性也 

会大为增加。可见，游手好闲和时间的不合理消耗都会导致犯罪行为。吴宗宪：《西 

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23～524页。参与传统活动的 

程度可以作为预测青少年行为的一个指标。如果青少年不愿意追求传统目标，或者不愿意把 

时间和精力用在家庭和学校事务上，他们从事越轨行为的可能性会随之增加。 

 

4．信仰(Belief) 

 

信仰是指对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法制观念的态度或者接受意愿。这种态度或者意愿依靠个人 

不断努力的学习，随着个人的社会化而形成。当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健康的价值观 

和自我概念，就会有健全的“社会纽带”，就会强化个人的自我控制力，这时人们犯罪的原始 

本能就可获得控制或有效纾解，就不会犯罪，否则，如果一个人内化了不健康的价值观，就 

会更容易从事犯罪活动。 

社会控制理论关于“社会纽带”的四个要素的提出改变了以往一些理论中含糊不清的概念， 

其优点在于“把作为个性组成部分的无法衡量的良心(超自我)和内在监督转移到人际联系 

和关系中来”施奈德：《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页。 

，做到了简明、具体，可观察和测量，经得起别人运用实证主义 

范式进行实际考证。这也可以说是社会控制理论成为当今最有影响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控制理论与其他主要青少年犯罪理论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是探讨遏制青少年犯罪的约束 

力，而后者是探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压迫力、推动力或诱惑力。所以，当赫西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这一理

论的时候，引起了犯罪社会学界的巨大反响，美国犯罪社会学家吉邦斯(C 

Jibbons)和克隆(D Krohn)认为这一理论将会对犯罪社会学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 

Gibbons,C and Krohn,D (1991)Delinquent Behavior(5th ed )Englewood Cliffs,NJ ：Pre 

ntice-Hall.。 

 

二、家庭：防范青少年犯罪的最重要社会机构 

 



家庭是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首要场所。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始于家庭，其早期生活经验深刻 

地影响着其一生的发展。每个人社会规范的接受、价值观念的形成、生活目标的确立、行为 

方式的养成、生活技能的掌握和社会角色的培养等，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良好的家庭 

环境，会孕育一个人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为其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相反，不 

良的家庭环境则会导致其人格缺陷和行为偏差，往往是造成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因此，家 

庭环境如何，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是否能够健康成长。按照社会控制理论，当一个人对家庭 

、学校和社会的依附力越强、对传统目标的追寻越投入、对社会常规活动的参加越深入、对 

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与法制观念的信仰越强烈，就越不会走向犯罪道路。这一发现具有对防治 

青少年犯罪有重要意义，它让成人世界思考，如何确保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保证父母管教的适当 

和有效，强化家庭成员间的纽带关系，从而充分发挥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控制机构的作用。基于这 

种考虑，本文仅从家庭的角度，就如何改善家庭的教育，改进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防止青少 

年犯罪提出如下设想： 

 

1．强化家庭教育功能 

 

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家庭的诸多传统功能正在丧失，家庭的教育职能也在逐渐弱化，由此 

激化了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为此，重塑和强化家庭对青少年的管教责任是紧迫课题。父母 

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首先应注重对子女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引导，特别是 

要进行正确的人格培养，教导他们遵从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养成朴素的道德情感，使他们懂 

得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追求自由的尺度规范以及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等等。这种观念和意 

识虽然依靠个人不断努力地学习和实践，随着个人的社会化而形成，但父母的引导不可或缺 

。美国犯罪学家奈(I Nye)指出，一个人没有天生的是非观，是非观的形成依靠后天的学 

习，尤其是靠父母的教导。一个人如果没有是非观，就易于犯罪。他进而提出了三种社会控 

制并认为它们是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最好办法：一是内在控制，指个人接受社会规范，并使其成为 

自己人格的一部分；二是直接控制，指父母、老师及社会给予的监督和惩罚等；三是间接控 

制，指个人为维护其家庭或所在团体的荣誉，或为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轻易实施犯罪。Nye,I (1958)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New York：John Wile 

y and Sons.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德克海姆(E Durkheim)也认为，只有在个人认同 

社会集体道德意识，接受社会道德规范，并且在社会中建立了一个权威的、强有力的称之为 

集体纪律(collective discipline)的社会控制系统时，良好的社会秩序才会出现。 

Durkheim,E (1951)Suicide Glencoe,Ill ：Free Press.将这些观点应用到防止青 

少年犯罪上，就是要使青少年正常社会化，必须使他们发展出好的自我观念，愿意接 

受社会规范。个人对社会规范的接受与否，决定了自我控制力的强弱，并直接影响青少年犯 

罪行为。大量研究资料显示，自我控制程度越高，抗拒各种犯罪诱惑的能力就会越强，越不 

会从事越轨行为。Reckless,W and Dinitz,S (1967)“Pioneering with Self-concep 

t as a Vulnerability Factor in Delinquency.”Journal of Criminal Law,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8：515～523.所以，当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健康 

的价值观和自我概念，就会有健全的社会纽带，就会强化个人自我控制力，这时人们犯罪的 

原始本能就可获得控制或有效纾解，就不会轻易实施犯罪。 

合格的父母应该知道如何为子女确立行为准则，进而懂得如何教育子女，并对子女的日常行 

为进行有效监督。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父母可根据子女的认知特点，把教育寓于青少年喜闻 

乐见的有意义的诸如科技、文化、体育、娱乐等活动之中。通过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使子女 

能从中受到某种启发或潜移默化的教育，从而了解哪些是社会所提倡的，哪些是社会所反对的 

，自身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以此培养子女的道德观念、法律意识和行为意识。尤其应指出 

的是，父母是孩子最直接效法的榜样，父母的思想修养、道德水准、生活作风、言行方式以 

及责任心等都对子女起直接的示范作用，对子女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的形成极为重要，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父母的不良习惯和不道德及违法行为 

对识别能力差、模仿能力强、意志薄弱、涉世不深的未成年子女来说会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导致这种家庭的子女犯罪率偏高。天津市对103名未成年犯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明，他们 

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中曾被劳改、劳教的为26人，占总数的25%。上海市某工读学校的879名学 



生中，家庭成员有违法行为的为187人，占总数的21 3%。刘守芬、孙晓芳：《我国青少 

年犯罪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载《青少年导刊》2001年第1期。可见，父母的言 

行对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犯罪社会学家派特逊(R Patterson)等人曾指出，具有反 

社会倾向的父母 

，特别容易会以不当教养的手段来教养子女，这样的父母所生养的子女，之所以会发展出类 

似的行为，乃是因为他们身受父母的不当教养所致。父母的反社会倾向与教养方式和品质之 

间的关系，是解释反社会行为具有代间传承现象的主要因素Patterson,R ,Reid, 

B and Dishion,J (1992)Antisocial Boys Eugene,OR：Castalia.。因为青少年 

在与父母的互动过程中，透过观察与模仿，可学得父母某种特殊社会行为的意义，逐渐形成 

自己的价值信仰体系，进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引，以后在相似的社会情境中，以自己的行为 

显现出来。 

其次，父母应注意引导子女将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崇高目标的追求和对未来成功的期 

盼中。如果青少年较深入地参与传统活动(工作、劳动和教育等)，就会缺少从事非法行为的 

时间和精力，就会将个人从犯罪行为的潜在诱惑中隔离开来，使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感知诱 

惑，考虑和从事犯罪活动，更重要的是，参与这种传统活动，还可以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美国犯罪学家赫西(T，Hirschi)曾勾画出这样一个原因锁链：学习能力差→学业成绩差 

→不喜欢学校→抵制学校的权威→实施犯罪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 

999年第1版，第521页。。我国的一些研究资料也表明青少年犯罪者 

一般都是不喜欢上学，学习成绩很差，也不在意家长、老师和同学对他们的看法的人。有学 

者在对472名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文化程度调查时发现，初一辍学的占总数的24 6%，初二辍 

学的占24 4%，初三辍学的占19 9%，高中辍学的占1 3%，甚至还有141名小学辍学生，占 

总数的29 9%，居第一位。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2000年版，第228页。可见，在我国青少年罪犯中，普遍存在文化低和游手好闲 

等现象。为了吸引子女投入学习,就需给他们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有机会去摸 

索、学习。父母必须摒弃过去一相情愿“为子女好”的心态，改以仔细观察、耐心倾听、用 

心辅导的心境，有效协助子女处理相关问题。一个哲人曾说过，乐观的人会在挫折中找到 

希望；在困境中，找到一个方法。而悲观的人则会在挫折中退缩；在困境中，找到一个借口 

。子女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去摸索、学习，他就会做事态度积极,兴趣增强并全身心 

投入，也较乐意与别人合作，更重要的是他会在学习中体验快乐，进而强化与家庭、学校的 

关系。 

再次，父母应正视青少年子女的一些现实问题。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期， 

若发展顺利，则可使青少年形成正确的自我观念与人格发展；反之，则会产生自我认同危机 

，造成情绪困扰或人格偏差等问题。诚如美国心理学者埃里克森(E Erickson)所言，儿 

童成长的每一步都面临着“危机”，这种危机既可成为开发与强化潜力的时机，也可成为心 

灵易受创伤的时刻。Erickson,E (1968)Identity,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从目前情况看，青少年正承受着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多方面压 

力。巨大的压力易使他们遭受心理上的挫折，从而自我否定和行为偏激，严重影响其以后的 

成长与发展。一般来说，在心理压力及心理挫折下的青少年，由于他们在心理上没有成人成 

熟，体能上不如成人强健，经验上不及成人丰富，往往经不起外来的冲击，极易受外界不良 

因素的影响，并以某种违规行为作为抗拒压力、补偿所受委屈和挫折的手段。所以，家长有 

责任帮助子女了解自己，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注意培养子女 

解决问题的技巧，增强其承受压力和困难的能力。 

 

2．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一个健康、和谐和融洽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气氛对青少 

年个体人格的发展产生原发性影响，它既可能对青少年健全人格形成产生良好的影响，也可 

能造成青少年人格缺陷。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与家庭气氛有很大关 

系，家庭中的生活快乐程度、父母关爱度、对父母的满意度等都对青少年产生影响。如果父 

母能够给予子女充分的关爱，保持良好的沟通，将有助于强化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减少越轨 



行为。相反的，如果父母对子女经常抱有敌意，亲子间冲突不断，子女在家里得不到安全或 

情感上的满足和慰藉，就可能逃离家庭，在社会上寻求支持与认同，从而造成子女的越轨行 

为倾向较高。美国学者麦考德(J McCord)在一次研究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时发现，在所有越轨青少年中，有

11%在家中得到关爱，20%被疏忽，19%被虐待，而被拒绝的则占50%。McCord,J (1979)“Some Child-

rearing Antecedents of Criminal Behavior in Adult Child-rearing Men,”In Human Functioning in 

Longitudinal Research,Sells,S an 

d Pollin,W (eds ) Baltimore：Williams & Wilkins：157～162.可见，父母的关爱 

对子女是多么重要。父母的关爱可以满足子女的心理需求，成为子女的避风港。在一个经常 

充斥吵骂和厮打的家庭中，孩子们享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馨，有的只是恐惧、忧虑 

和失望。这种家庭中的孩子往往性格内向、孤僻自卑，心理极不健康。为逃避这种家庭气氛 

，他们极易离家出走，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只有愿意并有能力帮助解决子女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难题，同时也关 

心子女在社会、道德、家庭责任、学业成绩等方面的情况，子女才会感到生活快乐，才会对 

父母有较高的满意度，这有助于亲子间进行深层的心灵沟通，建立和增强信赖感，营造健康 

、和谐和温馨气氛。良好的亲子互动有助于改善子女的心理状况，使他们形成自我接纳和自 

我肯定，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形成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精神，从而拥有健全 

的社会化人格。要搞好家庭关系，父母应特别注意解决好关爱与帮助、沟通与理解、信任与 

鼓励、自主与纪律等方面问题,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在关爱中成长，在愉快中学习，在欢笑中 

生活的环境。只有当他们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习与生活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的能力 

，从而接纳自己，肯定自己，并逐步形成自我控制和关怀别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子 

女对家庭具有归属感和依恋感，并在家庭和青少年之间建立一种坚固的社会纽带。 

 

3．改进管教方式，提高管教质量 

 

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和教育责任人，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教养态度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派特逊认为，良好的管教方式有助于子女作出良好的行为，过于放纵或严厉都影响子女的 

正常社会化。父母如果能做好监督者的角色，将可以减少子女与不良少年的接触，进而减少 

犯罪行为。Patterson,G (1986)“Performance Models for Antisocial Boys ”American Psychology 

41：432～444.父母的管教方式不当可能导致青少年犯罪的结论已 

为众多犯罪学者所接受。犯 

罪社会学中的“暴力容许论”认为：一个愈赞许使用暴力，以追求某个社会目标(如家庭教 

养、学校秩序，或社会控制)，并将这种暴力视为“合法暴力”的社会，也就愈容易将这种 

暴力，转化到这个社会的其他生活层面。因此，容许使用较多的“合法暴力”(legitimate 

violence)的社会，该社会也将会有较多的“非法暴力”(illegitimate violence)。换 

言之，一个较赞成用体罚以管教子女的社会，将比一个不太赞成用体罚以管教子女的社会， 

有更多不合法的暴力。Baron,L and Straus,M (1989)Four Theories of Rape in Ame 

rican Society：A State Level Analysis 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家长对孩子的体

罚，实际上是一种示范，一种成人用体罚这种暴 

力来达到某种目的的示范，这种示范可能会造成孩子对暴力的学习和模仿，一旦有类似的情 

境，即可能唤起孩子以暴力来响应。可见，子女之所以出问题，虽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引力 

”，但也有可能是来自家庭的“推力”。 

从我国家庭目前的矛盾看，许多问题是由于亲子间对管教模式的不同理解，再加上缺乏沟通 

造成的。一般来说，溺爱放任和粗暴打骂可能是我国父母管教子女的两种最普通的方式。在我 

国家庭中，父母单方面要求子女的多，却又未能以身作则；重视子女的物质生活，却未能顾 

及子女的心理需要；以打骂方式要求子女服从，却未能与子女很好地沟通；凡事要求子女循规 

蹈矩，却未能给予信任和支持；只懂施行权威式命令，却不给予自主的空间等。这种既溺爱 

放任又粗暴打骂的家庭环境，事实上是父母正在无心地孕育其子女的反社会倾向。两代人对 

管教方法不同的理解，亲子间是否能互相接受对方的角色，是矛盾的核心所在。因此，亲子 

间加强沟通、相互了解和体谅是很重要的。作为父母，应了解今天的孩子与以前孩子的不同， 



应该给予子女一定的自由空间；作为子女，也应理解父母的苦衷。如果能令子女感觉到父母 

是在真正关心自己而又不受过分约束，就能建立起亲子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家庭的亲密程度 

和凝聚力也会大为增强。 

父母应戒绝“不打不成器”的管教方式，代之以肯定、支持、鼓励的管教模式，用温暖、宽 

容、真诚的亲情来教导子女，建立起和谐的家庭互动关系。对于在学业上有困难或品行上有 

缺陷的子女应给予更多的关怀、鼓励和帮助，不应歧视，更不应体罚和虐待。这些子女一般 

都在学习上缺乏自信心，自尊心更易受到伤害，常常感到前途黯淡，对家庭和学校没有归属 

感和依恋感。父母此时若不能很好地发挥监管教育作用，他们很容易实施犯罪或其他越轨行为。 

父母要多细心观察、用心发现、耐心说服、热心鼓励，针对他们在学习上的挫折，重要的是 

帮助他们发现自己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协助他们重新在学习 

中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存在的价值，重拾学习的勇气和信心。实际上，挫败经验并不 

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反而会提供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让他们能严肃深刻地反省自己挫败的原 

因所在，痛定思痛地面对自己，这对其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借着学习上的挫败， 

父母可以培养子女自我负责的态度，尤其可将挫败视为一种新的体验，如此可一方面激发 

子女的上进心，另一方面增强子女对挫折的承受力，从而更有信心面对未来的挑战。 

当然，对子女的违法和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适当处罚有时也是必要的。所谓子不教，父之过 

，对子女虽重在教育，但适当惩罚也十分必要。派特逊在对数百个青少年罪犯研究后得出的 

结论是“不受惩罚的反社会行为会变得顽固，改变他们行为的关键是惩罚他们的错误行为” 

。他在对位于俄勒冈的社会学习中心中的青少年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以强化父母管教为中心 

的防止青少年犯罪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1)及时提醒子女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2 

)掌握和控制子女的行为；(3)让子女向好的榜样学习；(4)制定明确的家规；(5)适 

当地处罚子女违规行为；(6)奖励子女好的行为；(7)通过协商解决双方矛盾。这些策略 

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父母管教的效果，以减少青少年犯罪。Patterson,G (1990)“Chi 

ldren Who Steal” In Hirschi,T and Gottfredson,M (eds ),Understanding Crime：Curr 

ent Theory and Research Beverly Hills：Sage.这些策略是有相当借鉴意义的 

，为人父母者应特别注意在教育和处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三、结束语 

本文上述设想的提出是受到社会控制理论启发，围绕强化家庭和子女的联结纽带展开的。但 

应看到，青少年违法犯罪并非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复杂的社会背景的。社会控制理论 

虽然获得相当多实证研究的支持，有一定跨文化背景的适应性，但是，青少年犯罪的复杂性 

决定了非单一的理论可以涵盖，需要整合其他的理论，甚至其他学科的知识，才能更深入了 

解其本质。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意在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扩大我们的理 

论视野，增强对青少年犯罪现象的认识，从而丰富对我国青少年犯罪学的研究。 

青少年犯罪问题牵涉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也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而 

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必须家庭、学校、社会齐抓共管，从社会多种层面展开。解决这一 

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其工作起点应放在家庭，因为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道德观最初是在家庭形成并确立的，家庭对防止青少年犯罪起着关键的作用。1990年联 

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指出：“预防政策的重点应促使所有儿童和青 

少年通过家庭、社区、同龄人、学校、职业培训和工作环境以及通过各种自愿组织成功地走 

向社会化和达到融合”。“家庭是促进儿童初步社会化的中心环节，政府和社会应竭力维护家 

庭、包括大家庭的完整。社会有责任帮助家庭提供照料和保护，确保儿童的身心福祉。”所 

以，要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重要的是要回到家庭这个原点上，要深刻理解和帮助解决青少 

年在家庭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是保证他们正常社会化，避免其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的关 

键。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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