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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9C_AA_

E6_88_90_E5_B9_B4_E4_c122_481492.htm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

朵，是民族的未来，但是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在刑事案件中

的比例明显呈上升趋势，现试对我县几起较为典型的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作一分析，以期望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寻

找相应对策，减少和防范未成年人犯罪。 案例一：曾某，女

，16岁，罗某，女，17岁，二人闲聊中，因为没有钱用而苦

恼，寻思如何找钱，曾某突然想起曾一起从事色情业的丁某

可能有钱，于是找到丁某，准备将其骗到数百里外逼其拿点

钱用，但是在出租车上时，丁某察觉曾、罗意图坚持下车，

曾、罗二人于是采用围巾捂口，拳头打击等方式，强行劫取

丁某现金、银行卡、手机等物，丁某报案后，曾、罗二人被

抓获。 案例二： 严某、张某、李某、胡某和女同学魏某等均

是某乡中学初三年级学生，关系较好，一次为同学过生日时

喝酒后，魏某回家后到里屋休息，严某进屋以耍朋友为名，

要求和魏某发生性关系，遭到魏某严词拒绝后，张某等人随

后进屋，四人强行将魏某轮奸。 案例三：17岁的朱某家住偏

远山区，初中毕业后，与同乡的李某一起到宜宾打工，吃住

均在老板家里，在城市住了一段时间，朱某、李某觉得每

月300元的工资太少，一日，趁老板不注意，将老板放于枕头

下的2000元货款偷走后逃回高县，每日进馆子、进按摩店，

案发后被判刑。 案例四：王某等四人在读书时，经常被社会

上青年殴打，收取保护费，初中毕业后和一帮社会上游荡的

少年混在一起，经常到几所学校强行收学生保护费，甚至在



晚上窜到学生宿舍抢劫，一日在公路上拦路抢劫拖拉机司机

的钱后，因司机及时报案，王某等人被抓获。 案例五：15岁

的严某在读初中二年级时，因一次看了黄色录象中的淫秽场

面后，整天脑子里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镜头，无法读书，辍

学在家干农活，一日见9岁堂妹独自玩耍时，以做游戏为名，

将堂妹奸淫。以后又多次实施奸淫，直至案发。 从未成年人

犯罪涉罪的罪名来看，主要集中于抢劫、盗窃、强奸等几类

社会危害较大的严重刑事犯罪，其手段也趋于恶性、残忍，

笔者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一、

辨别是非能力不强，自控力差，易受外界环境影响。 在案例

四中的王某等人平均年龄不足16周岁，却连续五次共同或单

独实施抢劫，有时一天内竟连续作案，从其抢劫的对象看几

乎都是学生，其抢劫所得多为学生的生活费，量虽小，但性

质恶劣，在抢劫中使用了马刀等凶器，还采取了殴打等暴力

行为，分析王某等人的犯罪动机，都有辍学的经历，在读书

期间，曾多次被人抢劫、勒索过，或被人用暴力欺负过，因

此，王某等人的心里便埋下了报复的种子，当几人在社会上

游荡遇上互相认识后，便开始敲诈勒索、抢劫他人。曾经的

被害人成了今日的作恶者，其抢劫来的钱几乎用于吃馆子，

抽烟等挥霍。 也有的被告人纯粹是因为受了录像、电视等社

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觉得好玩，很过瘾，殊不知竟“玩”成

了犯罪。 案例五中的严某、案例二中的张某等人就是受黄色

录象的影响，缺乏是非辩识能力，而走上犯罪道路， 未年人

由于其辨别能力不强，是非观念薄弱，容易受到外界客观因

素影响，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相比较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动机单纯，社会环境对其影



响较大，其作案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奇、虚荣心、逞能

等,如案例四中王某在抢劫一位学生时，因该学生多次被抢，

知道王某等人是抢钱的，便在王某的口头威胁下“很老实”

地“主动”将钱交出来，王某等人认为该学生“知趣”，便

将抢得的40元钱，退了15元给被抢学生。 二、文化程度偏低

，典型的法盲。 从上述五起案件的被告人文化程度来看，均

不同程度偏低，大多为小学文化或只念过一、二年级，最高

学历仅为初中，法盲现象严重。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平时根本不学法、不懂法，哪些事干得，哪些事干不得，

那些事干了是犯法，根本不知道，因此，产生犯罪也就不足

为奇了，笔者认为这乃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根源之一。 案

例三中的朱某等人对检察机关指控其构成盗窃罪时，认为自

己盗窃后曾打电话给老板，钱是他们拿的，以后有钱了会还

的，因此，自己的行为不是盗窃，只是借用一下，不是抢劫

，让闻者哭笑不得，当其了解了自己的行为确实构成犯罪后

才恍然大悟：“ 早晓得这样也是犯罪,我就不干了”。 三、

家庭、学校、社会未负起应尽的职责。 未成年人犯罪除由于

自身年龄、心理、智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辨别力较差，

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外，在其犯罪轨迹中可看出社会、家庭、

学校对未成年人的管理脱节，未负起应尽的管理、教育职责

也有很大责任。 在很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中，被告人

的家长在法庭教育中竟多次向法庭提出要将孩子领回家去加

强教育。可以看出，不但涉案未成年人是法盲，其父母也是

地地道道的法盲，我们不难设想，一个法盲的家庭会培养出

什么样的孩子来！ 曾某、罗某均是山区女孩，初中没读完就

外出当按摩小姐，从事色情活动，不时给家里寄些钱回去，



告诉父母自己在外面打工，父母在乡人面前沾沾自喜，称赞

自己女儿会挣钱，却从未问女儿挣的是什么钱，案发后，其

老实本分的父母感到非常震惊。还有王某等抢劫案中，王某

等人多次抢劫学生钱物，也被抓获被学校抓获过几次，但仅

仅是学校和公安机关对其简单的训诫一下，至多拘留几天就

完事了，直到最终结伙拦路抢劫走上犯罪道路。 四、电脑、

网络等对未成年人产生的消极影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年

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普及和走进寻常百姓家

庭，街头网吧等如雨后春笋出现，一些未成年人整天在网络

上打游戏，整天整天不回家，钱用完了，就和网友学游戏上

的暴力镜头，去抢劫。有的未成年人沉迷于黄色网站，导致

走上犯罪道路......任何事物都有他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由于

未成年人好奇心强和贪玩的天性，加之青春期的冲动，网络

便满足了他们的这些特点而大受欢迎，但这一年龄段的未成

年人对是非、对错辨别能力较差，如果家长不加以正确引导

，社会不加以必要限制，网络就会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消

极的负面影响。 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些思考： 近年来

在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风

气确实有其败坏的一面，沉渣泛起，国家年年都开展“严打

”斗争，促进了社会稳定，但笔者认为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普法工作不要漏掉未

成年人这一块,更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而应落到实处。在司

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应突出教育为主、惩罚

为辅,即对简单违法案件不应只是拘留几天或罚点款就完事,应

强化教育。 许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通过法庭庭审和法庭教育

后，均表示是因为自己不学法、不懂法造成了自己的犯罪，



并表示悔过自新的意愿。作为司法机关的公安、检察、法院

应在办理具体案件中配合，律师也应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和公

、检、法机关以及涉案未成年人家属配合，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法制教育，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认真悔改，防

止重新犯罪。公安机关在这方面尤其应发挥其作用，重视在

未成年人轻微违法案件处理中，加强和家长、学校、社区等

的联系，防止未成年人在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上

犯罪道路。有关部门应加强全社会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多形

式、多层次，丰富多采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青少年，特

别是未成年人学法、懂法、守法。 未成年人的教育，家庭负

有重要的责任，同时，社会、学校等也不可推卸的责任，家

庭、学校、社会应联手起来，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和管理，发

现苗头及时教育，使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笔者认为应采取

一些有效措施,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减少犯罪： 一、应认真贯

彻《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尽量减少

学生流失； 二、对未成年子女不要让其脱离家庭的监管，更

不能让其外出打工； 三、家庭要随时观察了解未成年的思想

动态，对有违法犯罪苗头的未成年人家庭、学校、社会应及

时加强管教，防止其走上犯罪道路； 四、重视对未成年人法

制教育，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教育氛围。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

未来，未成年的素质决定着未来社会的素质，虽然犯罪 未成

年人在整个社会中只是小部分，但近年来有比例增大的趋势

，不容乐观，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尽管国家颁布了《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现实生活中人们

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视程度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报载：

一份大报记者近期采访了一些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和消费的公



共娱乐场所、成年人商店等，却在这些场所发现相当多的未

成年人。立法关键还在于执法，而立法、执法的目的都在于

要求人们守法。在预防犯罪中我们更应将目光放到分析犯罪

的原因，并采取行之有效和有的放矢的预防措施，才能有效

地预防犯罪。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为他们的健康

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孩子、每

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明天。教育

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全面文明素养的人。让孩子学会做

人、学会做事、学会求知，让孩子懂得尊重和善待生命，懂

得遵守规则和秩序，懂得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是家庭

、学校、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时未成年人也是一个特殊

群体，特殊之处即在于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从

心理上正处于从无知到有知、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时期，

心理上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和外界的侵犯。 在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相互对立的力量在起作用，正与邪、真

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人性中的光辉与丑恶交织在一起，

影响着每一个人，尚未形成固定人生观、世界观的未成年人

所受影响更大。这就更加需要我们的法制教育采用多种多样

、生动有效的方式，把法制观念植根于处在萌动期的孩子心

中。如何服务青少年、保护青少年，也是我们所需面对的一

个社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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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