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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思想 ,是一种更人性化的监管方式 ,

是通过关注青少年的犯罪人群 ,改善其处境 ,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一种措施。目前我国的青少

年犯罪社区矫正发展比较缓慢 ,存在着一些问题 ,通过论述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意义 ,分析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所存在的不足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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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意义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 ,并充分

利用社区资源来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 ,是所有在社

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的方式的总称。社区矫正

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在于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本

主义精神 ,是一种更人性化的监管方式 ;能充分利

用社区、民间组织、专业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 ,很

好地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 ;能有效避免犯罪人

员的交叉感染 ,有利于犯罪人员的社会化.

我国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是指对已满 14周

岁 ,不满 25周岁 (以公安机关对青少年犯罪的统

计口径 ) ,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

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监外执

行的青少年犯 ,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

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 ,在

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

和行为恶习 ,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

执行活动。这种矫治的非正规化是为了避免监禁

处置使青少年“再次受害 ”,在我国推行青少年犯

罪社区矫正具有十分广泛的意义的。

1. 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

通过社区矫正使犯罪的青少年可以在正常的

社会条件下再社会化 ,减轻其因长期监禁与社会隔

离 ,导致与社会的不适应 ,从而重新走上犯罪的道

路。在社区 ,他们可以正常地受教育 ,接受技能培

训 ,并且参加各种的社会活动。如果在监狱接受矫

正 ,青少年有可能在出狱后由于不适应社会 ,或者

产生抵触心理 ,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而社区矫正

则减少了这种问题发生的几率。

2. 强化社会对青少年的责任

犯罪青少年也是社会的成员 ,而社会的其他成

员有责任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自我 ,进而融入社会。

社区矫正强化了社会对该青少年群体的责任。在

以往的青少年犯罪的判刑中 ,都是在执法部门对罪

犯判刑后 ,青少年就在监狱中接受改造 ,而青少年的

家人、邻居、学校和所在社区都觉得自己的责任已经

尽到 ,其他的都是执法部门的事。社区矫正让和青

少年有关的人员都有责任帮助青少年改造坏的习

惯。从而促使家庭、学校和社区三者紧密联系。

3. 符合青少年的需要

青少年的性格还没固定僵直 ,很有弹性 ,可塑

性强 ,能随心所欲地矫正与更改。青少年富有潜在

的发展能力 ,只要能适当地给他们开导 ,适当的鼓

励与协助 ,青少年就会顺水推舟似的 ,自己去进行。

根据青少年时期的心理特征 ,在社区矫正中 ,社会

工作者运用相关的社会工作理念 ,尊重青少年 ,肯

定他们的地位 ,让他们重拾信心 ,同时根据社区中

犯罪青少年的各种特点 ,运用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

帮助有问题的青少年矫正其行为和心理的坏习惯。

使青少年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 ,重新认识自己。

4. 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

被实施社区矫正的群体也是社会的一员 ,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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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和心理的问题 ,减少社区的犯罪率 ,能推进

和谐社区的建设。社区矫正兼顾了被害人、社区和

犯罪人三方的利益 ,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减少社

会敌对情绪 ,更有利于实现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和谐社会就是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社会优势群体

与边缘群体的关系 ,为边缘群体融入正常的社会发

展提供相应的机会和资源。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积

极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以健全青少年的人格

发展 ,提高其适应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促进青

少年的全面发展 ,最终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5. 完善我国的刑罚制度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我国的城市社区中的开

展 ,完善了我国的刑罚制度。它是一种行刑方式 ,

也是一种刑罚制度的改革。我国的刑罚由单一的

监禁刑罚过渡到以监禁和非监禁刑罚相结合的转

变。这种刑罚制度更显人性化 ,也是国际刑罚的发

展趋势。现在的刑罚趋势就是要以人为本 ,有利于

社会的发展。

6. 合理配置行刑资源

在社区对青少年罪犯进行再社会化改造 ,缓解

了监狱羁绊犯人的压力 ,并且降低行刑的经济成

本。另外 ,以社区为行刑的环境 ,整合了社区资源 ,

充分发挥了社区中的政法机关、社会机构和家庭、

学校等积极因素。

二、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专业人员不足

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青少年犯

罪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肩负着对青少年罪犯进行

监督、评估 ,又要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的责

任 ,如果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资格评价 ,矫

治效果就难以保证。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上是非常

欠缺的。一方面并没有一批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程

度很高的社会工作者 ,现在执行的人员只是公安机

关的人员或社区委员会的干部 ,他们没有经过培训 ,

因此在矫正中没有很好的知识解决问题 ,只是依靠

经验来工作。另一方面 ,没有专门的机构培训人员

和承担一定的评估工作 ,使得矫正工作效率不高。

2. 社会支持性系统缺乏

社区矫正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要最大限度地

吸收和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 ,加强对社区服刑

人员的教育和帮助。然而 ,一些地方的相关政府

部门对社区矫正的认识还不够 ,片面认为社区矫正

工作只是司法行政机关自己的事情 ,缺少参与和协

助司法机关监督罪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此外 ,除了个别经济发达省市外 ,居委会或村

委会一般没有相应的用于监督考察的人力和物力。

这些社会支持性系统的缺乏给社区矫正的推广适

用带来了诸多的障碍。

3. 法律法规缺失

我国的青少年司法制度还不完善 ,没有一套健

全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由于法律、法规的缺

失 ,当青少年犯罪后都是由一般的法院对他们进行

判刑 ,然后到少年管教所进行改造。在这些执法过

程中由于执法人员不能全面地了解青少年的特点 ,

就会把青少年当做成年人来教育 ,这样一来就会减

少到社区矫正的青少年人数 ,从而减弱了社区矫正

的作用 ,这些都会妨碍社区矫正的发展。

4. 矫正方案单一 ,缺乏个性化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中 ,缺乏针对青少年

生理及心理发育特点的矫正方法 ,大都是采取暂缓

起诉或暂缓判决 ,以社区服务令的方式要求青少年

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无偿的公益劳动 ,而这些内容普

遍适用于任何社区矫正的对象的方法。矫治效果

很难保证。

三、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发展思路
1.建立有关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专门机构 ,

完善管理制度

目前行刑主体过于分散及行刑权的非均衡性

等问题影响了社区矫正的发展。社区矫正是一项

执行的活动 ,应该建立一个专业的社区矫正机构 ,

合理分配各人员的执法责任。社区矫正工作者首

先是执法人员 ,其次才是社会工作者 ,其地位与法

院的法官 ,检察院的检察官同等重要。另外 ,应该

在司法部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社区矫正管理工作的

机构。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机构 ,成立青

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来具体负责。由其负责

在基层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组织机构 ,协调公、检、

法、司各机关对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在公、检、法、司

各机关分别设立青少年管制办、青少年检察庭、青

少年法庭和青少年矫正办。公安机关作为执行机

关的主体地位仍应保持不变 ,负责进行社区矫正地

方工作。

2. 制定一部专门的青少年社区矫正法

将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正式写入《刑法 》

中 ,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缺失问题。制定的

社区矫正要对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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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监怪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

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权利和义务 ,执法监

督 ,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根据实际再

制定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条例 ,增强社区矫正法的可

操作性。制度。除了修订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之

外 ,还应该制定一部《青少年刑法 》和《青少年犯社

区矫正法》等法律和法规进一步来界定青少年犯的

社区矫正制度。在这些法律和法规中应当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的处罚原则、刑罚

种类和适用范围 ;适当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 ;放宽减

刑和假释的条件 ;对于青少年犯的累犯应该区别对

待 ;增加消除少年刑事污点的规定等相关制度。

3、建立以专业人员为主 ,志愿人员为辅的社区

矫正工作者队伍

从事社区矫正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的服务

负责 ,因此有关工作者必须具有很高的素质与专业

知识 ,才能对服务行为进行评估。这些工作者作为

主要执法人员 ,一定要对矫正对象的特点、心理、行

为等有充分的了解 ,并且要有丰富的社区工作的知

识来解决问题 ,当然也必须有专门机构对这些工作

者进行定期考核 ,使他们的素质得以保证。青少年

的社区矫正要针对青少年现在的特殊的心理特征 ,

可以根据案主进行个案跟进和小组工作来进行社

区矫正。

以志愿者人员为补充的社区矫正工作是一支

不可或缺的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专家学者、社区

居委会成员、离退休干部、知识人士、高等院校学

生 ,矫正对象的亲、家属和所在单位的人员构成 ,协

助执法人员进行社区矫正。

4. 大力解决青少年失学和就业的问题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重点应该放在帮助青

少年解决在失学与就业问题遇到的困难。当青少

年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就会减少再次犯罪可能。

社区应该与有关部门建立有关部门的培训班 ,加强

青少年的能力 ,让他们有一定的技术 ,能够更好地

参与社会活动 ,提高信心。这样就可以解决他们就

业和失业问题。另外 ,要鼓励接受矫正的青少年参

加义工 ,在参与过程充实自己 ,丰富生活 ,也就没有

心思再次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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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Com m un ity Rectif ies on the Y outh’s Cr im e
DENG Rong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67, China)

Abstract: The youth offenses community recufied has manifasted enalty’s humanitarianism thought that was

one user - friendlier supervision way, was through pays attention to young peop le’s crime crowd, inp roved its

situation, caused it to integrate social one measure. at p resent our ountry’s youth offenses community rectifies

the development to be quite slow, has some p romblem s.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significance which the youth

offenses community rectifies, in rectifies the insuffciency which to the youth offenses community exists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in the foundation, p ropose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p inder.

Keywords: Young peop le; Crime; Community rectif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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