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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20世纪的最后 10年中,随着中国经济的

迅猛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嬗变,青少年犯罪状况也处于历史性的变动过程之中。为了对该期

间青少年犯罪状况的基本过程有一个整体的趋势把握,本文依据天津市 90年代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调

查资料,对 10年中青少年犯罪人口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如下的描述性分析。

1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界定及有关调查的说明

犯罪人口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特定的异质型的人口群体, 它是依据国家刑事法律规范并通过刑

事审判程序的确认而产生的特殊人口群体,依于刑法的/有罪0判决是犯罪人口产生的前提,而刑罚的

时间维度(如刑期)是犯罪人口呈持续状态存在的客观基础。青少年犯罪人口是犯罪总人口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也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犯罪人口。其人口的划分是依据青少年犯罪时的周岁年龄标准进

行的,由于在中国承担刑罚的最低年龄是14周岁,故青少年犯罪人口的年龄下限是 14周岁。而该人

口的年龄上限, 不同学者有相异的看法, 但多数学者赞同将青少年的心理年龄作为参照,一般将该犯

罪人口的年龄上限界定在 25周岁(康树华, 1992)。

根据以上青少年犯罪年龄划分的标准, 天津市有关机构 ¹于 90年代先后对青少年犯罪人口进行

了四次具有普查性质调查。调查的内容涉及犯罪人口的犯罪年龄、性别、文化、婚姻家庭、职业及犯罪

类型等诸多方面。调查的方法采取整年度定点调查的方式,即以监狱与少年管教所为调查地点, 对一

个年度新收青少年犯罪人进行问卷调查。由于采用以上调查方法,被调查对象的总体中除了少数因

判决死刑且已执行的犯罪人,以及判决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和滞留看守所执行刑罚的/超短刑0犯罪人

之外, 其余绝大多数犯罪青少年均纳入调查范围之中,其中 1990年调查的青少年犯罪人口数为 2973

人, 1993年为 2358人, 1996年为 2531人, 1999年为1558人。

2  青少年犯罪人口在犯罪总人口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20世纪 80年代,我国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青少年犯罪高峰期, 1983年全国青少年犯罪人

口占全部刑事犯罪人口的比例为 6012%、1984年 6313%、1985 年 7112%、1986 年 7217%、1987年

7413%、1988年 7516% (张绍彦, 1999)。作为我国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 青少年犯罪的状况及走势也

和全国一样,在整个 20世纪 80年代期间, 一直处于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进入 90年代以后, 由于青

少年犯罪仍处于高峰状态,最初几年中的青少年犯罪仍然十分严重, 青少年犯罪人口在全部刑事犯罪

总人口中的比例均在 60%以上。但是自 90年代中期开始, 随着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青少年

人口在总人口比例的逐步降低, 以及全社会对青少年教育的加强和对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的有效开

展,青少年犯罪的严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青少年犯罪人口占全部犯罪人口的比例也呈现

逐年走低的趋势,其比例均低于60% (见表1)。

¹ 有关机构指:天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天津市监狱局、天津市少年管教所和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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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0 年代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占犯罪总人口的比重

年   份

1990 年 1993 年 1996年 1999 年

青少年犯罪人口(人) 2973 2358 2531 1558

犯罪总人口(人) 4266 3859 4512 3369

比   重( % ) 69. 7 61. 1 56. 1 46. 2

  资料来源: 1990 年、1993 年、1996 年、1999 年天津市入狱犯罪人员的普查, 该调查由天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

室、天津市监狱局、天津社科院法学所共同组织实施。以下各表的资料来源与本表相同。

从表 1的数据看, 1990年天津市全年判刑入狱的青少年占犯罪总人口的比例为 69. 7%、1993年

61. 1%、1996年 56. 1%、1999年46. 2% ,即整个 90年代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在全部刑事犯罪总人口

的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以上趋势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全社会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给

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相应地得到展开和落实, 特别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认真

的贯彻和实施, 减少了在校青少年学生的流失,为青少年犯罪的减少创造了条件;二是整个 90年代青

少年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心不断升高,由此客观上导致了青少年犯

罪人口在犯罪总人口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3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0

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体而言, 人口的性别比应当在 100 左右, 即性别构成基本上是均衡

的。但是犯罪人口的性别构成,历来呈现性别失衡的状态, 即/男性犯罪远远多于女性,这是一种不受

时代和国界限制的现象0(霍明英, 1988)。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男性犯罪人口均多于女性,除少数伊

斯兰教国家女性犯罪比例极低的情况之外, 多数国家的女性犯罪人口在犯罪总人口中的比重一般在

10% ~ 30%之间(张绍彦, 1999)。在我国的犯罪人口中,男性犯罪人所占比例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始终

是犯罪人口中的绝对主体,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女性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范围和机

会的拓展,女性犯罪人口在犯罪总人口中的比例呈不断增长的势头。

从天津市 9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性别结构看,女性青少年所占的比例虽然也呈不断增加的

趋势,但是就总体水平而言,则处于非常低的状态。根据 90年代四次的调查统计(见表 2) , 1990年的

青少年犯罪人口中, 女性青少年所占比例为 1. 4% , 1993年的青少年犯罪人口中,女性青少年所占比例

为1. 7%; 1996年的青少年犯罪人口中, 女性青少年所占比例为 2. 3% ; 1999年的青少年犯罪人口中,

女性青少年所占比例为 2. 5%。尽管女性青少年所占比例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 但是这种增高的趋势

十分缓慢。这表明在天津市的青少年犯罪人口中,男性青少年是犯罪的绝对主体, 而女性青少年则处

于次要的位置, 这一状况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有大的改变。
表 2 90年代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性别构成  %

性  别
年   份

1990 年 1993 年 1996 年 1999年

男  性 9816 9813 9717 9715

女  性 114 117 213 215
( N) ( 2973) ( 2358) ( 2531) ( 1558)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有关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性别构成差异,学

者们已经有诸多的观点,但主要集中在男女两

性青少年生理、心理的差异以及传统观念的影

响方面。如认为男性青少年体力较强、活动能

量大、敢于冒险、自信心较强、遇事易于激怒,

而女性青少年体力较弱、胆量较小、性格温顺、

容易被动服从、遇事喜欢逃避, 由此使男性青

少年参与犯罪的水平大大高于女性。再如传

统观念认为, /男主外、女主内0,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主要角色, 而女性应以家庭为中心, 生儿育

女,照顾丈夫,牺牲自己,克己忍耐(康树华, 1992)。尽管以上观念是一种极其陈腐的错误观念,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客观上也是造成女性青少年参与犯罪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有许多其它观点, 如认为:女孩对成人和集体有较大的依赖性和顺从性, 而男孩则比女孩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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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倾向于主动将自已的见解迎合于集体, 而男孩独立性大一些。女孩比男孩更担心别人的讥笑和

批评,对他人的评价更敏感(霍明英, 1988)。但是从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性别结构看, 女性所占

比例极低,这种现象仅仅用以上原因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这恐怕与天津市特殊的地域性文化有一定的

关系,尚需通过实证性的调查加以深入分析和证实。

4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平均犯罪年龄稳步增高

早在 80年代,一些犯罪学家在对青少年犯罪年龄的研究中发现, 青少年犯罪年龄的均值年龄有

越来越低的倾向,于是将之称为青少年犯罪的/低龄化0现象(康树华, 1985;张立明, 1986)。直至 90年

代中期,我国一些地方的青少年犯罪仍存在这种现象。不过从天津青少年犯罪的年龄情况看,这一现

象十分短暂,在进入 90年代以后,青少年犯罪年龄结构重心向着逐步增高的方向发展。

在表3中我们依据四年的调查资料列出了青少年犯罪人口的年龄构成状况,并且还对犯罪的平均年

龄进行了统计。从统计的结构看, 1990年青少年犯罪的平均年龄为 201159岁、1993年 201528岁、1996年
201663岁、1999年201904岁,可见犯罪的平均年龄呈稳步抬升的趋势。所以90年代以后的所谓青少年犯

罪的/低龄化0现象在天津市已经结束,不仅如此,青少年犯罪年龄还呈现逐步升高的态势,有向/高龄化0

方向发展的趋势。
  表 3 90 年代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布  %

年龄(岁)
年   份

1990 年 1993年 1996年 1999 年

14   016   018   019   01 5
15 211 111 112 11 1
16 616 317 511 31 5

17 814 617 715 51 8
18 1214 1015 1010 91 3

19 1319 1314 1115 121 3
20 1219 1414 1215 131 3

21 1118 1215 918 101 1
22 815 1119 1017 121 3

23 618 1013 1111 101 8
24 810 816 919 101 4

25 810 611 918 101 6
( N) ( 2973) ( 2262) ( 2531) ( 1551)

合计 100 100 100 100

Mean 201159 201528 201663 201904
Median 201000 201000 211000 211000
Mode 191000 201000 201000 201000

  注: 表中的年龄指青少年犯罪时的年龄。

5  青少年犯罪人口中外来人口的比重

快速上升

  20世纪 90年代,随着天津社会经

济的迅速发展, 外来流动人口逐年增

多,特别是外来的青少年人口的增加

更为迅速。由于外来的青少年人口以

农业人口为主体, 其文化素质普遍不

高,大多缺乏一技之长,因此他们的工

作极不稳定,收入水平普遍较低, 抗经

济风险的能力较弱。此外, 来自于城

市的诸多社会歧视, 也使其人格和尊

严难以受到应有的尊重, 心理上普遍

存在失衡状态。在此背景下, 外来流

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呈现严重

化的趋势。如表 4所示, 整个 90年代

天津市的全部青少年犯罪人口中, 外

来的青少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不断增

高。在20世纪末的10年中,外来人口

中的青少年, 已经成为全市青少年犯

罪人口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群体,并有可能在21世纪初的 10年中, 取代该市常驻青少年,成为全市青少

年犯罪人口中的主体成分。

表 4 90 年代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中外来青少年的比重 %

籍贯类别
年   份

1990 年 1993 年 1996 年 1999 年

本市常驻青少年犯罪人口 8713 691 7 6511 5818

外来流动青少年犯罪人口 1217 301 3 3419 4112

( N) ( 2936) ( 2358) ( 2498) ( 1554)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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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文化构成基本稳定

犯罪人口的文化构成反映了犯罪人口整体的社会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不同的认知水平和认知

能力,往往对犯罪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青少年犯罪人口而言, 由于他们正处于社

会化的关键期, 其人口的文化构成状况会对青少年犯罪的总体变动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据天津市

90年代 4次犯罪情况调查资料的统计,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的构成情况除了局部微小的

变化外, 10年间的人口文化构成十分稳定(见表5)。

青少年犯罪人口文化过程的局部性变化主要表现在文盲或识字不多的犯罪青少年身上, 即这部

分青少年人口在整体犯罪青少年中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主要是 90年代全社会对青少年的教育事

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实施和强化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使青少年适学人口的入学率得到提高,

青少年在校学生失学率也有所下降, 由此客观上使青少年犯罪人口中文盲或识字不多的人口比例不

断降低。从90年代末期的情况看,青少年犯罪人口中少量的文盲和识字不多的青少年主要是来自农

村的外来人口, 本市常驻青少年犯罪人口中的文盲现象已基本消除。

表 5 90年代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及构成情况  %

文化程度 年   份

1990 年 1993 年 1996 年 1999 年

文盲或识字不多 710 619 519 310

小   学 3116 381 4 3711 3613

初   中 4918 461 3 4611 4810
高中(中专、技校) 1016 718 1011 1111

大专及以上 110 016 018 116
( N) ( 2973) ( 2358) ( 2526) ( 1558)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然而以上的结构性变化毕竟是局部的,从文化结构的整体看, 10年间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文化构成

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且十分稳定。如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 3116% ~ 3814% ,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

占4611% ~ 4918% ,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 718% ~ 1111%,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016% ~ 116%。
文化构成的排列次序按占全部青少年犯罪人口由多到少的比例均为: 初中、小学、高中(含中专、技术

学校)、文盲或识字不多、大专及以上。值得关注的是,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文化构成虽然具有较强的稳

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与社会所提供给青少年的教育资源总量的相对稳定无关。从青少年犯罪人口

的职业构成看, 在校学生的比例不足 5%, 也即约 95%的青少年犯罪人口已走出校门, 开始从事各类

生产和经济活动,因此,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具有得到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7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职业构成有明显变化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职业结构,是反映其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社会尺度。通过对青少年犯罪人口

职业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青少年犯罪的基本社会动因。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一些学者

强调青少年职业的/未成熟性0,从而较忽视对青少年犯罪人口职业状况的研究。其实 90年代的青少

年犯罪人口中, 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已开始从事一定的社会生产活动, 并拥有特定的职业身份, 虽然这

些职业身份尚未/定型0, 但这些初期的职业身份已经成为塑造其个体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他们的职业构成及其变动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根据 1996年和 1999年调查资料的比较

(见表 6)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职业构成变动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 1)在校学生所占比例很低,而且继续下降。通常认为,青少年处于学龄阶段, 其犯罪人口中在校

学生应当占较高的比重。但事实并非如此,其犯罪人口中 95%以上的青少年已经离开了学校,参与到

各种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之中。如 1996年,在校学生(含在校大学生、在校高中生、在校初中生)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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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比例合计仅为 216% ,而 1999年在校学生所占比例更低, 合计仅占 111%。这说
明在校学生的犯罪只是青少年犯罪人口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而在复杂社会分工中从事与经济生产

密切联系的青少年, 才是青少年犯罪人口中的主体。

(2)务农农民的比例居高,且继续上升。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民内部出现了一定范围的职业

分化,所谓/农民0很难概括现实农民真实的职业属性, 因此我们在犯罪调查中将/农民0这个职业具体
划分为以下具体类别,即务农农民、务工农民、经商农民、服务行业农民、牧民、渔民和农村闲散人员。

从调查的数据分析看,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中务农农民的比例最高, 且呈较高的增长趋势, 如 1996

年的青少年犯罪人口中, 务农农民的比例为 4616%, 而 1999年则上升为 5912%, 增长了 1216个百分
点。除了务农农民有较大比例的增长外,务工农民、经商农民、服务行业农民均呈现下降。可见, 农业

人口中务农的青少年人口在天津市的青少年犯罪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3)城市无业人员(达到就业年龄未能就业及失业人员)的比例大幅度降低。90年代中期是天津

市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时期, 加之人口年龄结构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较高,使得该市许多达到就业年龄

的青少年找不到相应的工作,外地来津青少年的就业环境也令人担忧, 许多青少年沦为城市无业人

员,客观上为其犯罪的增长提供了条件。到了 90年代末期,由于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健全, 全市人口年

龄结构重心的后移,城市青少年的就业压力相对减缓, 无业青少年的犯罪相对减弱。如天津市 1996

年的青少年犯罪人口中, 城市无业人员的比例高达 1819%, 但是到了 1999年该比例降为 119%, 这表

明城市无业青少年的犯罪现象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弱。

表 6 90年代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的职业构成及变动 %

序号
1996 年( N= 2424)

职业类别 百分比
序号

1999年( N= 1558)

职业类别 百分比

1 务农农民  4616 1 务农农民  5912
2 城市无业人员  1819 2 城市散工  810
3 城市工人 817 3 城市工人 710

4 务工农民 810 4 务工农民 512
5 农村无业人员 616 5 城市服务行业人员 414

6 城乡个体户 217 6 无照做小生意 318
7 城乡在校高中生 115 7 城市商业行业人员 218

8 经商农民 019 8 城乡企业职员 210
9 城市服务人员 018 9 城市无业人员 119

10 城乡干部 017 10 城乡个体户 116
11 城乡在校初中生 017 11 城乡国家干部 110

12 服务行业农民 017 12 服务行业农民 016
13 城市商业人员 015 13 城乡教科文卫工作者 015

14 城乡在校大学生 013 14 经商农民 015
15 城乡私营企业主 013 15 城乡在校大学生 013

16 城乡教科文卫工作者 012 16 城乡中专、职专在校生 013
17 城乡企业承包、承租人 012 17 城乡在校高中生 012

18 牧民 011 18 城乡在校技校生 012
19 其他职业 116 19 农村无业人员 011

合计 10010   20 其他职业 014 
合计 10010   

8  青少年犯罪人口的城乡分布格局基本稳定

90年代天津市的城乡地域结构主要分为三类, 即市区、环城区和农村地区。市区主要包括天津市

内六区和滨海三区,其特点是人口非常稠密, 经济结构以第二、三产业为主; 环城区为市区周边的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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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业构成以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 其中第二产业的规模远远大于第一产业;农村地区由天津市所

辖各县组成,该类地区的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且第二产业具有一定的规模。以上三类地区

由于经济属性、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青少年犯罪人口的城乡分

布呈不均衡状态(见表 7)。

表 7 90 年代青少年犯罪人口居住地的城乡分布状况

居住地类型 年   份

1993 年 1996年 1999年

百分比 犯罪率(万人) 百分比 犯罪率(万人) 百分比 犯罪率(万人)

市   区 5711 2173 4911 2176 5317 1183
环 城 区 2319 4129 2315 3191 2219 2144

农村地区 1910 1141 2714 1172 2314 1109
( N) ( 1574) ( 2035) ( 1433)

合   计 100100 100100 100100

注:犯罪率= 犯罪人口/常驻人口年平均数

不均衡状态的表现特征为,市区占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比例基本上占 50% ,即一半的青少年犯罪人

口来自市区,环城区和农村地区之间青少年犯罪人口的比例大体相同, 各占全部青少年犯罪人口的

1/ 4左右。从 1993年、1996年和 1999年的数据比较看,各年度青少年犯罪人口的城乡分布状况基本稳

定,没有突出的城乡地区空间上的变化。但是也应当看到, 天津市青少年犯罪人口在城乡地区不均衡

的分布状态主要受到不同地区人口聚集密度的影响,如果想衡量不同地区青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还

应进而考察不同地区青少年犯罪率状况。经过统计发现,天津市市区虽然集中了一半以上的青少年

犯罪人口,但其犯罪率并不是最高的, 在市区、环城区和农村地区中, 环城区的犯罪率最高, 其次是市

区,农村地区的犯罪率则是最低的,而且这种格局在整个 90年代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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