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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AF_BB_

E8_A1_85_E6_BB_8B_E4_c122_480920.htm 寻衅滋事罪是从79

年《刑法》中规定的流氓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罪名，近年来

，这类案件发案率较高，比起抢劫、伤害案件引起社会重视

的程度还不够。笔者从这类案件的特征及发案原因角度予以

研究，并提出预防对策。以期对该类案件的遏止起到帮助作

用。 一、寻衅滋事案件有如下特征： 1、案情起因往往是无

故发生纠葛或因口角居多；。 2、罪犯年龄偏小，多为16岁以

上35岁以下的年轻人； 3、罪犯文化不高，多为小学、初中；

4、罪犯职业多为无业或农民； 5、罪犯自控力不强，或因年

纪小，或因酒后失控，或因逞强好胜心理作用； 6、有一对

一的对打，也有几对几的殴斗，社会危害性大，影响坏； 7

、发生行为时，除用拳脚，还用凶器，极易转化为其他更为

严重类型的案件。 二、寻衅滋事案件居多的原因分析 1、从

个人素质角度。犯寻衅滋事罪的人往往文化低，没有接受良

好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他们对是非的认识很局限，年纪

轻，有体力，正是血气方刚一触即发，对其行为将产生的后

果往往不假思索或缺乏辨别能力；自控力低，内心不安定，

不服输，有逞强好胜心理； 2、从个人所处的社会角色。犯

寻衅滋事罪的人多是些农民、无业人员，对个人形象、个人

的社会评价要求不高，他们有很多的空余时间，无事做便游

手好闲，几人聚在一起，惹事生非。又因为“胜者为王”的

江湖心理，遇有打架斗殴，都不愿躲避或服输，甚至携带刀

棍等凶器以示威风。而农民、无业人员缺少职业上的教育和



约束，随意性大； 3、从社会管理角度。对离开学校后成为

农民、无业人员的，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行为约束机制不

健全，对这部分人管理不够。缺少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体育

等娱乐活动。而影视剧中的武打动作片、黑社会犯罪等又起

到了反面教育作用； 4、普法教育还不够深入。在一些人心

中，打打闹闹并不构成犯罪，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对是否

构成犯罪的限度条件并不清楚，人们普遍心理，只要没把人

打伤或打死就没什么事儿； 5、司法工作还不健全。有一部

分违法犯罪案件没能归案处理，对一些人起到了放纵作用，

而对旁观者来说，使其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 三、预防

和减少寻衅滋事案件频发的对策。 1、开辟多种教育渠道。

除了学校、工作单位外，各城镇、乡村基层组织应发挥一定

的管理职能，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文化科技知识教育

、法律知识教育，建立档案，定期考核，或组织趣味竞赛。

邀请教师、法律工作者、劳动模范、德高望重的人等讲课或

座谈。提高个人素质，创造出良好的氛围，使人们树立起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根除寻衅滋事犯罪和其他犯罪的良

好途径。 2、开辟多种就业渠道，创立多种健康积极的文化

、体育、娱乐活动。用工作和休闲娱乐充实年轻人的生活。

一方面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珍惜社会的安定、人们的

和乐。另一方面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无形中起到一种约束作用

。设立文体娱乐活动场所，也能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人们的

文化精神素质提高了，也能增强其社会竞争力，找到适宜的

工作。无形中减少了犯罪的发生。 3、普法教育要进一步开

展下去。通过媒体对案件作有针对性报道，并辅以法律知识

讲解。法律工作者定期开展法律宣传、咨询、授课活动。对



涉案当事人及旁听群众，结合案件，抓住时机进行教育。建

议从小学高年级开始的政治思想课程中加入法律知识教育的

章节。学法、懂法、用法，是杜绝犯罪发生的重要手段。 4

、加强治安综合治理，发现苗头，及时出动，防患于未然。

对立案侦查和审判的案件，严肃对待，惩治与教育相结合。

社会、家庭对一些不安定分子应多加关注，及时挽救。从而

减少犯罪的发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