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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未成年人由于自身特点，在成长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一些青

少年由于外部不良环境的影响，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对于这些涉罪未成年人如果

不能进行合适的帮助与引导，他们可能再次走向犯罪的道路，这显然不利于他们

的正常成长。青少年犯罪预防，是青少年犯罪工作的起点和根本目标，如何对青

少年犯罪进行有效矫正和预防，已经成为一项持久而又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未

成年人帮教对于降低未成年人犯罪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制度

是少年司法特殊保护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拥有大量的未成年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数目为 22715 万人，相比 2014 年增长了 0.65%。

随着我国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夫妻选择生二胎，我国未成年人的数目也将保

持增长的趋势。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严重，不仅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也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

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进行引导，导致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未成年人帮教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

国许多学者对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制度展开了研究，但是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无法

深入挖掘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源，这会影响到涉案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的实际效果，

增加了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如何完善我国涉罪未

成年人帮教制度进行研究。本文选择对未成年人帮教制度进行研究。 

本文对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对我国未成年人帮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

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帮教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制度的建

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帮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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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min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some young people due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o the road of crime. For those who are guilty of minors 

if they can not make the appropriate help and guidance, they may once again go to the 

crime path, which is obviously not conducive to their normal growth. Juvenile crime 

preven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undamental goal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work. 

How to effectively correct and prevent juvenile delinquency has become a lasting and 

important social system project. Minors help to teach children to reduce juvenile 

crime has a very positive role. The system of juvenile gang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uvenile justice special protection system. 

At present, China has a large number of minors. According to the data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s of the end of 2015, the number of minors 

under the age of 14 is 227.15 million, an increase of 0.65% compared to 2014. As I 

relax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Many couples choose to have two births, the number 

of minors in China will also maintain the growth trend. At present, China's juvenile 

delinquency problem is serious, not only affects th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but 

also the healthy growth of minors had a negative impact. China's current work on the 

help of minors, due to the lack of a unified legal law to guide, resulting in minors to 

help the work of the work is not satisfactory. 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of juvenile help 

system,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many scholars in our country 

have studied the system of juvenile gangs, but the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can not 

dig the root of the crime of minors, which will affect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minors 

involved in society. The possibility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how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inors in China. This article chooses to study the system of minors. 

The system of juvenile gang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uvenile justice special 

protection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our country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work. 

Then,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ystem of juvenile help in our countr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helping the 

minors in China. 

Keywords: minors; crime; system of help-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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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也日渐突出，未成年人

犯罪数量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由于自身特点，在成长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一些青

少年由于外部不良环境的影响，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对于这些涉罪未成年人如果

不能进行合适的帮助与引导，他们可能再次走向犯罪的道路，这显然不利于他们

的正常成长。青少年犯罪预防，是青少年犯罪工作的起点和根本目标，如何对青

少年犯罪进行有效矫正和预防，已经成为一项持久而又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未

成年人帮教对于降低未成年人犯罪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我国制定了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矫正

的法律。早在 2003 年 7 月，两院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五种罪犯实施社区矫正，矫正工作由司法

机关牵头，由公安机关配合联合实施。在 2004 年我国又出台了《司法行政机关

社区矫正暂行办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进行了说明。根据刑法修正案（八），

我国在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将社区矫正作为行刑方式之一，这对于我国未成年

人社区矫正工作发挥了引导作用。 

目前，我国拥有大量的未成年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数目为 22715 万人，相比 2014 年增长了 0.65%。

随着我国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夫妻选择生二胎，我国未成年人的数目也将保

持增长的趋势。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严重，不仅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也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

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进行引导，导致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未成年人帮教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

国许多学者对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制度展开了研究，但是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无法

深入挖掘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源，这会影响到涉案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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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如何完善我国未成年

人帮教制度进行研究。本文选择对未成年人帮教制度进行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在于保护和教育，社区矫正作为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社区矫正发源西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

发展，西方国家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在法律制度的引导下，

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矫正制度与项目。在发展成熟之前，西方的社区

矫正制度经历了萌芽与形成阶段。按制定法律制度这条线索：美国鞋匠约翰•奥

古斯特最早开启了假释的先河，他在平时的闲暇时间里经常去探望囚犯，并向法

官求情，让法官给予囚犯一些保释外出的机会。奥古斯特先生的这些举动为很多

囚犯争取到了保释外出的机会，这些囚犯在外出的时间内大都保持着良好的表

现。随后允许囚犯保释外出的行为在美国各州盛行。美国在 1897 年产生了第一

位专职社会矫正工作者，并以法案的形式明确规定。这也是社区矫正制度在西方

国家发展的起点。英国在 1907 年制定《感化犯人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实

施措施进行了说明。日本在 1949 年制定《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美国在 1954 年

将传统的美国监狱协会改名为“矫正协会”。1973 年，美国明尼苏达州议会 

制定了《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各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1980

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通过了《关于减少关押矫正及其对剩余囚犯的影响

报告》，这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到了 20 世纪，发达国家

在社区矫正立法方面趋于成熟。 

刑法学家李斯特是早期提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通过

社区矫正能够帮助少年犯罪人改掉身上的不良习惯，帮助他们在之后的生活中正

常成长。①这种思想对其他法学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更多学者将研究的重点

放在分析未成年犯罪者犯罪的原因上。国外的许多研究者也认同在对未成年罪犯

的刑罚上，需要以非监禁刑罚为主，例如社区矫正。在法学家的倡导下，各个国

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各国在社区矫正立法上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少

年立法所通过吸收这种观点，并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发展与完善。为了帮助犯罪

未成年人进行矫治，各个国家建立了少年感化院、观护制度、缓刑及假释等制度。

                                                        
① 徐久生主编.德语国家的犯罪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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