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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犯罪间题的现象及成因

— 兼与大陆青少年问题学者商榷

黄 成 荣

在改革开放 的社会潮流下
,

我们根本无法将青少年从与成人同处 的经济社会背

景中分开
,

以求达到保护
、

教养青少年的 目的
。

因此笔者赞同陆建华 的
“

青少年问题

本质上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

的观 点
,

但论据欠缺
。

应从社会与青少年间的各项因素交

互分析
,

找出宏观与微观社会理论结合的分析架构
,

分析认识青年问题
。

作者
:

黄成荣
,

男
,

1 9 6 0 年生
,

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
。

中国青少年犯罪间题在近十年来变得越莱越严重 已经是毋须争论的事实
.

据《人 民公安

报 》 ( 1 3 l/ 。 / 8 9) 记载
,

在 1 9 8 6 至 1 9 8 9年间
,

青少年占全部刑事案件作案成员 中的比例平均为

21 呱 (青协 1 99 1 ) ; 比起 50 年代全国青少年犯罪只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约 20 呱高出两倍多
。

自

8 0 年代中期起
,

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继十年动乱后
,

又再出现另一次的高峰期已经从统计数

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

踏入 90 年代初期
,

青少年犯罪案例占报章及杂志中不少篇幅
。

盗窃
、

抢

劫
、

伤害
、

流氓
、

强奸等罪行经常有报章报导
,

其 中以盗窃案件最为普遍
。

据近期一些杂志报导
,

中国大陆许多地区的卖淫风气甚重
。

一般而言
,

卖淫缥蝎都是透过

夜总会
、

按摩院
、

甚至理发店的经营提供暗娟服务
。

根据香港记者搜集资料所得
,

广东的阳江市

及广西的北海市的海滩 中发现了很多陪泳少女
,

年龄介乎 16 至 20 岁左右
,

陪同客人每分钟收

1 0 0 元人民币
,

如果有进一步的要求
,

海滩有泳屋或营帐出租
,

另作收费 ((( 壹周刊 》
,

2 8 / F 9/ 3 )
。

另一方面
,

在沿海开放的城市
,

由于发展迅速
,

文娱康乐活动越来越多样化
。

在大城市近年

来打桌球及电子游戏机是很受青少年欢迎的玩意
。

这些地点中
,

青少年联群结伙地聚集
,

正在

互相影响
。

正如大陆近期首次在 18 7 个城市中的 1 12 所学校对 3 3 3 7 名 8 至 16 岁的少年儿童

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

迅速普及的影视音像
、

游戏机
、

通俗化的书报等 已经成为了青

少年的新伙伴
。

报导指出大陆青少年过份偏爱刺激性娱乐内容
,

与社会上的成人般承受着越来

越大的满足欲望的压力
,

容易失去自控 ((( 明报 》
,

14 / 9 / 93 )
。

不少的中国学者 (康及郭
,

1 9 87
;
谢

,

1 9 8 8 ;
张

、

穆及费
,

1 98 7) 均 已指出青少年犯罪行为往往是出于享受欲望过分膨胀
,

不愿被社会

道德所约束
。

而且
,

青少年犯罪行为在结伙的情况下较容易出现
,

当年轻人聚集一起无所事事
,

很容易在互相影响下侮辱妇女
,

打架滋事
,

甚至为着
“

趁热 闹
”
而进行盗窃及其他犯罪活动

。

从以上的论述
,

我们发现一个表面的共通现象就是社会开放
,

刺激了青少年对物质及金钱

的追求
,

也刺激起他们满足欲望的动机
。

从改革开放为大前题的理念分析
,

要使城市先富起来
,

就必须先引发市民创造财富的动机
。

引发创富的动机往往都是以个人的享受为出发点
。

一个

人越多找些钱
,

他便可以享有更多的资产及物资
,

更可以进一步改善生活的质素和享受
。

如是
一

1 1 8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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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物质消费服务应运而生
,

比如建设更美更好的房舍
,

引入更高质素的家庭用品
,

提供多样化

的市场消费
,

使市民投入生产及参与创富的热诚得以延续
。

要配合上述的发展
,

有关部门往往

容许大众传媒作广告
,

搞宣传
,

增强市民消费欲念
,

同时搞活经济
.

明显地
,

青少年与成人均是

大众传媒的受象
,

在同一个社会或家庭下
,

我们不能只容许成人接受消费主导的意识而不容许

青少年吸收讯息
。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下
,

我们根本无法将青少年从与成人同处的经济社会

背景分开
,

以求达到保护或教养青少年的 目的
。

陆建华 (1 9 9 0) 在文中指出要把握中国青少年问题的实质
,

唯有从制度背景方面来理解它
。

他认为
: “
第一

,

80 年代中国的侧度改革是一切社会生活变化的核心
,

这种改革已经产生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
;
第二

,

社会制度对青年问题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对青年整体的

社会行为层次方面
,

而正是这种行为的结果构成了青年间题本身
。

"( 陆
,

1 9 90
:

87 )
。

邵道生

( 1 9 9 2) 在提出其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的意见时
,

也同意上述的分析
。

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升学

制度和就业制度未能配合社会急剧的发展
,

产生了相当数量的
“

低层次青少年层
” .

他指出
,

这

个
“

低层次青少年层
”

是因为个人文化道德的水平低
,

再加上社会化发展有缺陷
,

他们未能适应

社会急剧发展而出现问题
。

比方说
,

待业
、

乞讨
、

吸毒
、

卖淫
、

童婚等问题就是与这个
“

低层次青

少年层
”
联系的

。

邵道生分析道
: “
既然社会不能满足于青少年发展的最基本的需要

,

那么
,

他们

当然要以自己
`

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
,

来反作用这书社会
.

这就是社会学家 (指陆建华 )对
`

社会

的反动
’
(这一概念的理解 )

。 ”
(邵

, 1 9 9 2 :
2 8 )

。

站在旧体制的立场上
,

听闻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当然并不好受
,

尤其是冲着体制的批评
,

维

护这个立场的学者当然也不好受
.

宋秦年及肖思 ( 1 9 9 2 )就是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观点

来解释青少年间题的出现
。

他们指出
“ 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

、

管理经验
、

资金

和人才的同时
,

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潜人国内
,

污染着我们的精神领域
。

国外敌对势力更是乘我们改革开放之机
,

加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进攻
,

… …通过一切可以利用

的传播工具
,

使这些
`

新观念
’
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 … "( 宋及肖

,

1 9 9 2 : 5 1 )
。

他们继续指出
,

青年问题是由于有些青年学生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影响所至
,

只要加强马列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教育
,

便可以解决 (5 5 页 )
.

笔者对宋及肖 ( 1 9 9 2) 的论点绝不认同
。

笔者认为宋及肖的观点基本上是仅靠
“

阶级斗争
”

的理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人生价值观和剥削行为
,

认为一切的社会分析只可以从这个

观点出发
,

笔者并不赞同
。

第一
,

中国目前步向改革开放并不是由西方主导的
。

中国的经济改

革是有计划及有 目的地进行的
,

是由中国把奉主导地位
,

容许合适的投资者参与经济发展及有

限度的社会发展
,

根本不存在引人国外敌对势力的问题
。

第二
,

我们必须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复杂社会背景及条件
。

既然承认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改革开放的首要 目的就

是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
,

然后再谈财富分配
。

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指出
,

要使部份人民富有
,

就必

须鼓励个人创富的热诚
。

若我们一方面又不想人民的意识形态有改变
,

另一方面却希望市民全

力热情投入创造一个富强的中国
,

岂不是自相矛盾
。

宋及肖的论点正是逃遵了解决上述矛盾所

应有的责任
,

一面倒地站在传统的观点上而忽略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

引用谭建光 ( 1 9 9 3 )的批

评
,

宋及肖的文章纯属
“
政治机械批判文章

” ,

缺乏学术探索的勇气
。

诚然
,

谭 ( 1 9 93 )对宋及肖文有所批评
,

并不代表谭完全认同陆及邵的文章
。

谭指出陆文过

份地注重社会制度变革与青少年问题之因果关系
,

而忽略了青年问题的产生是多重原因的
。

既

然问题是多因构成的
,

单是提出社会变革来适应青年的需求就不一定完全有效
。

谭总结青年同
.

1王9
.



题的出现在于两方面
。

他认为
“
一方面是青年自身的不足

,

导致对制度变革的不适应及反叛
; 另

一方面是传统固疾
、

社会结构中的先赋权力的遗存作用扭曲了制度变革的方 向
、

内涵
,

产生不

良社会后果
” 。

其实
,

谭的基本论点与邵相同
,

就是彼此都认为青少年间题源于青少年个人或群

体本身之不足与社会制度的扭曲相互影响才产生的
。

不过
,

谭文有别于邵文在于他不同意邵在

文章中过份认同陆文的宏观论点 ( 1 9 9 3 )的文章
,

彼此的立论点均以宏观社会制度变革为基础

来分析青年问题的出现
。

三者均认同社会制度背境对青年问题
,

如失业
、

失学
、

贫穷
、

吸毒
、

流氓

及犯罪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

陆文由于最早出现
,

作者按 自身所受的宏观社会学训练来分析青年

问题
,

能够勇敢地指出社会制度为青年问题背后产生的因素
,

实属难得
。

撇开宋及 肖的机械式

评论
,

谭文抓住了陆文没有提及青年 自身的素质的论点来发挥
,

实属不必要
。

若我们套用
“

姻

缘
”

这个概念来分析
,

陆文清楚地提出了青年问题的远因及近因 (姻也 )
,

而引发起邵文及谭文

补充了有
“

姻
”

也必有
“

缘
”
的结论

,

陆文何来有错呢 ? 陆文指出青年间题与社会制度有必然关

系
,

也不一定完全否定了解决青年问题就是没有其他中程或短线的方法
,

而谭文则集中地在
“

姻缘
”
相配合的论点上作文章而矣

。

不过
,

无可否认
,

谭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评论陆文及邵文
,

并没有像宋及 肖之文章中扣别人政治帽子
,

这是值得赞赏的
。

谭在文中提到
“ 在充分预计青年

需求
、

欲望
、

利益及行为反应模式之后
,

某些制度变革收效较大
”

这一论点时
,

指出
“ 现代的社会

学者和青年研究者
,

应该在理论上认识社会变迁的深刻性… … 从而摆脱简单乐观主义的心态

影响
”
是颇有道理的

。

可惜的是
,

谭文没有指出如何才能预计青年的需求
,

如何才能将社会制度

的变革与青年需求挂钩
,

更没有指出如何才能深入地认识社会变迁的深刻性及青年问题的关

系等
。

另一方面
,

谭亦没有引述具体的实证论据来支持他的理论
。

笔者在香港从事青年工作实务超过十年
,

而从事青年间题研究约五年多
,

笔者必须指出陆

文能引发起上述各位作者对青年问题的辩论
,

不单能助长学术讨论及发展的方向
,

更能使青年

工作者明了分析青年间题必须有一套稳建 的社会理论基础
。

若没有了一套严谨及具强而有力

的解说架构
,

任何青年政策及工作方向都不具说服力
。

若能附加论据支持当然就更完满
。

以笔

者的愚见
,

陆文
、

邵文
、

宋及肖文和谭文均在提出论据方面甚为缺乏
;
而且在引述世界各地有关

青年间题的文章论点上颇为欠缺
。

其实陆文以批判社会学的观点立论
,

或谭文以社会心理取向

的观点立说
,

在西方或 日本等地早有充份的讨论
。

近期
,

已经有学者将宏观社会制度的背境
、

中

观的社会系统失调的因素
,

以及青年个人微观的性格原因结合起来去详细阐释青年问题或问

题青年的出现和延续
。

在 西方的 文 献中
,

不 少的学者汀动snt ,
,

1 9 7 9 ;
M at vs ed

a ,

1 9 8 2 ;
M as

s e

声K r o h二
,

1 9 8 6 ;

hT ~ 6亡岸夕
,

1 9 8 7) 已经指出青少年犯罪或吸毒间题源于多种社会变项之间的交互刺激作用

( ntI
e

acr
t。 以 E关八ct )

。

他们认为
,

不少的青少年因为在贫困的社会背境长大
,

缺乏机会接受适

当的教育及缺乏在工业或都市化社会的谋生技能
;
再加上父母要积极地投入生产

,

无暇照顾儿

女们全面的身心发展
;
由于在社会中找不到出路 (学业或职业 )

,

青少年依着 自我成长的心理需

要
,

自然地向朋辈靠
,

寻找 自我身份
,

联群结党的情况就变得普遍
;
遇上社会制度变革的压

力
,

成人社会正积极投入创富之路
,

不断地推崇抓钱及消费的意识
;
不少的青年工作单位亦因

回应大时代改革开放的潮流
,

无暇或无能回应广大年青人的时代需要
;
再加上遇到挺而走险而

不依法规的坏份子
,

接收了一些越轨的价值观
,

青少年便不知不觉或后知后觉地步入了罪恶的

边沿
,

渐渐地无法自拔
,

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
。

笔者在文初提及的青少年越轨及犯罪行为
,

岂

不是可以透过这些交互刺激作用的架构解释吗 ?! 青少年参与盗窃
、

卖淫或抢劫等行为
,

绝不单
·

1 2 0
` .

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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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制度这一变项而产生
,

但却又不能没有这个变项作为问题出现的背境
。

笔者当然也不会

详花笔墨来引述外国青年间题学者所作的研究结果
。

但必须指出的是
,

中国以外的青年间题研

究已有很多
,

有从马克思学派为基础
,

有从功能学派为主导
,

更有不少学者 已经开始努力于将

宏观与微观社会理论结合
,

找出最适当的分析架构来分析青年问题
。

若从
“
整合理论模式

”

“ 川亡g art
e d 切 o d el ) 出发

,

建议解决青年间题也是多元文化和多层次的
。

目前
,

努力于整合理论的学者中
,

有的将
“

脱序理论
”

结合
“

社会控制理论
”

及
“

差异交往理

论
”

来解释青少年犯罪及卖淫行为
。

有的将
“

阶级理论
”
加上

“

社会控制理论
” 、 “
次文化理论

”

及
“

社会学习理论
”

来解释青少年吸毒及偏差行为
。

有的将
“
社会控制理论

”
加上

“

中和理论
”

( N 曰材耐喇加 T入〕 万) )及
“

标签理论
”

来解释为何青少年多次犯罪
,

无法 自拔等现象
。

在英美
、

香港
、

台湾
、

日本等地
,

青年学者 已经分别开展了很多实证的研究来探求青少年间

题的成因及对策方法
。

从笔者有限的经验中
,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起步较慢
。

原因有三
:

第一
,

受

旧习影响
,

欠缺做学间的中立性和客观辩论的学术勇气
。

第二
,

受学术研究基金所限
,

没有足够

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大型或追踪研究
;
缺乏海外学术资料

,

研究青年问题的学者只能 自我封闭地

发展
。

第三
,

由于政府对搞学术的财力投入及政策关照有限
,

没有给予知识份子应有的薪金和

待遇
,

学术研究者不得不 自谋生路
,

致使学者流失
、

荒废学术
。

其实
,

社会改革开放带来了青少年自我发展及创富的出路
,

精神污染和制造问题青年的一

些背景因素
,

也会相伴而生
。

问题是
,

为何有一些青年能依正途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而却有另一

些青年投机取巧
,

从事违规行为呢?社会科学研究是可以找出何种青年较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变

革及社会系统失调而失去自我
,

从而参与违规或越轨行为的
。

社会理论是基础
,

社会研究是手

段
,

彼此配合才能找出更真确的论据来
,

对症下药才是上策
。

,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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