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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的执行方式之一，逐渐被各国所采纳，在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着眼于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实施情况，虽然社区矫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

我们要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提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率，制定适合未成年人的矫正项目和评估

方案、培养专门的社区矫正人才，使社区矫正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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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one of the ways to enforce punishment, has gradually been adopted 
by various countries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orrect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China, although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erefore,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increase the applicability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minors, de-
velop correction projects and evaluation plans suitable for minors, cultivate specialized community 
correction talents, and make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juvenile de-
lin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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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起源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一种非监禁刑罚，主要针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将他们置于社区内，

由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力量对其监管，对罪犯进行矫正。19 世纪 30 年代，欧美国家出现

了社区矫正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美国盛行，随后被许多国家广泛采纳。现代的社区矫正理论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当时法国著名的法学家安塞尔提出了新社会防卫论，提倡非犯罪化和非

刑罚化的思想[1]，加之人道主义理论的盛行，非监禁刑罚的理论得到广泛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

们开始关注到一些特殊群体的利益，比如未成年人。国际上开始关注未成年人的利益并且出台了许多有

关法律，当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也有相关的规定，社区矫正制度非常符合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考虑到未

成年人的发展和心理状态，该刑罚模式能够以缓和的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挽救，使未成年人改变

恶习，将来能够正常地回归社会。因此，当时联合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刑事司法准则，积极倡导非

监禁刑对未成年犯的使用，将监禁视为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2]。 
在我国社区矫正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当时有一种刑罚就是通过用竹器敲打犯罪者，使其蒙

羞而不敢再犯的刑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思想观念、刑罚理念、传统刑法思想根深蒂固，长期

以监禁刑罚为主要的刑罚方式，社区矫正制度发展比较缓慢。2003 年，我国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

2009 年社区矫正开始在全国实行，随后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终于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在大众的期

盼下，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出台，并且在专门的章节中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进行了规

定，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做出了指引，但是在实践中社区矫正的一些规定难以落实，我国社区矫正

工作还有待改善。 

2.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2.1. 未成年人犯罪情况高发对社会提出挑战 

20 世纪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不断发生，并且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虽然我国在计划生育的政

策下，未成人年的人口比例在减少，但是未成年人的作案人员占总作案人员的比例却没有减少，并且保

持不断增长的总趋势。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全部刑事犯罪人

的比例也在不断升高。截至 2021 年，我国批准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达到 4.6 万人，并且一些未成年

人还会重新犯罪，这表明我国刑罚制度的威慑力和改造功能还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因此，探索适合未成

年人的刑罚制度迫在眉睫，社区矫正制度也是一种刑罚方式，并且主要以教育改造为主，能够降低未成

年人重新犯罪的比例，减轻未成年人犯罪率，是除了监禁刑罚以外的最有效的刑罚手段。因而，未成年

人高发的犯罪情况使我们必须改变原来的刑罚传统，适用社区矫正制度是可行之策。 

2.2. 传统处罚模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主要有刑事处罚和非刑事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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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的刑事处罚措施，而非刑事处罚措施主要包括工读学习学校、政府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社会帮教

等措施，这些措施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的犯罪

问题。因为在矫正的理念上，我国是一个重视刑罚的国家，监禁刑罚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注重刑罚的惩罚效力，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要以控制和管

教为主，忽略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和成长，许多司法机关为了达到想要的效果，就严厉打击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根本不能使未成年人真正的远离犯罪，甚至会伤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在矫正过程中，不

论是刑事处罚还是非刑事处罚，都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远离了学校、家人，这种环境不利于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并且监禁所带来的这种标签，将会成为未成年人的阴影，监禁模式使未成年人与社会逐渐脱

节，不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社会危害性会更大，并且监禁模式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容易使未成年人

沾染更多恶习。而且这种模式下，矫正人员和矫正的项目都是流于形式的，这既不能改正未成年人的恶

习，也不能预防犯罪。而社区矫正模式更凸显人文关怀，以教育、改造、疏导等为手段，引导未成年人的

行为，使其能够在改正恶习以后，正常的回归社会。 

2.3.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群体的需要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新鲜血液，民族的希望，肩负着时代的重任，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我们格外

重视的，未成年人犯罪也是我们重视的一点。首先，未成年人在主观上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容易被教唆

或者被污染，缺乏自控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缺乏法律观念，因此容易走向犯罪，但是也正是由于这

些原因，我们才更应该对其进行适当的处罚措施，未成年人由于社会观念还未成熟，容易被改变和劝导，

同时未成年人主观上恶意不大，对社会的危害性不高，可以对其进行教化。社区矫正制度就可以根据未

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等因素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其次，未成年人在客观上容易受到学校、家庭

的影响，在家庭中，由于一些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父母要么对孩子缺少关爱，要么对孩子过

于溺爱，经常和孩子处于对立的局面。而有些学校由于过分强调成绩，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状态，

也容易使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道路。但是，社区矫正模式可以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制定矫正项目，

使未成年人得到教育。 
因此结合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确定，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我国法律法规

也在不断地落实，试图建立并且完善这一制度。 

3.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 

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如火如荼地进行，2010 年到 2019 年全国累计接受的社区矫正未成年人

7.8 万人，我国积极探索适合未成年人的工作机制、矫正制度和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许多人开

始认同社区矫正的作用[3]。虽然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

问题。 

3.1. 社区矫正的适用率低 

虽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适用率仍然不高，受到传统刑罚思想的影响，我

国监禁刑罚仍然占主导地位，从 2013年到 2018年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所占比例不断呈现下降的趋势，

由此可见，我国的非监禁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虽然我国从 2003 年开始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

未成年人是主要的实施对象，但是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适用

率低，一是司法机关贯彻不够彻底，二是受监禁刑主导思想的影响，社区矫正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

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仍然以监禁刑为主，注重惩罚和控制，导致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率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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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为了未成年人的继续发展，在国外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适合未成年人的社

区矫正的项目，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观我国并没有制定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虽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做出了相关规定，也指出了要根据未成年人的情况制定

方案。然而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混同管制的情况，并且一般都是采取定期的谈话、

心理咨询、参与社区的公益劳动等方式，这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并没有区别。并且还有调查显示，除了

有的未成年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外，还有一些未成年罪犯基本处于没有事可做的状态，有的被介绍到社

区工作，但是由于工资低、工作内容乏味就很容易放弃，有些在社区服刑期间，经常与一些社会上的不

良少年混在一起，抽烟、打架，上网甚至又重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社区矫正项目对未成年犯没有吸引

力，不能调动他们参加社区矫正的积极性和参与性，那么社区矫正就成为了一纸空谈[5]。 

3.3. 缺乏专业的社区矫正部门和人员 

缺乏专业的社区矫正部门和人员也是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

的部门一般就是司法机关，但是由于人员分配不合理，一个人要处理很多工作，并且由于身份的原因，

容易使未成年犯在心理上排斥，不愿意配合社区矫正工作，还有些地区，为了照顾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会招录很多大学生或者心理医生这种专业人士，但是由于他们对社区矫正制度并不了解，加之责任心不

强，起到的作用并不大。虽然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小组进行规定，并且对有关人员进行要求，必须熟

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然而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实，因为工资低，工作内容复杂，且接触的都是敏感的未

成年人，很难吸引到专门的人才。在国外，以美国为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大都具有专业性强、工作经

验丰富、学历高、掌握相关专业和较长的培训上岗经历等特点。大多数州和联邦假释机构要求假释官员

申请人持有刑事司法、心理学、社会工作或惩戒学士学位，有的甚至要求研究生学历，申请人必须年满

21 岁[6]。因此，对于我国社区矫正来说，缺乏的就是专业的部门和人员。 

3.4. 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评估方案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评估方法一是依靠社区矫正的管理人员依照专业和经验直觉根据未成年犯的日

常表现情况、家庭、职业等因素去评估他们是否还会有再次犯罪的可能，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不定期的访

谈、心理疏导和测试对其进行评估，最后一种就是矫正机构的人员根据经验和制定的社区评估标准，收

集被评估者的个人信息以此来评估。但是上述方法都存在缺陷，因为这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并且受到的

主观因素影响会很大，缺乏科学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目前缺乏一种专业的针对未成年人的评估方案。 

4. 我国未成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建议 

4.1. 加强落实非监禁原则 

加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落实，就要在司法实践中好好落实非监禁原则。摆脱以监禁刑罚为主导的

思想。在实践中可以体现为减少未成年人监禁的适用和监禁的期限。对于未成年人，在其没有造成严重

后果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比较宽缓的态度。在印度，对未成年犯采取的是康复和改造的态度，未成年人

犯罪的最高刑期是 3 年，对此，我国可以对未成年人实施比较宽松的缓刑条件，对待犯罪情节较轻、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犯可以采取罚金的方式来代替监禁，这样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又可以保护未成年

人的权益，在假释的标准和程序上都可以放宽并且提供照顾，单独处理未成年人假释的案子，不要和成

年人的混同，以此来提高社区矫正的适用率，让其发挥出改造、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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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制定适合未成年人的矫正项目 

要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进行严格区分。要根据未成年人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犯罪情

况，实施不同的项目。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未成年人的矫正项目作出专门的规定，如英国的出席中心令、

社区服务令和监督令，美国的释放安置、小组之家、居中制裁、日处遇项目，日本的保护观察、释放后的

安置服务和更生保护等。我国可以针对未成年犯的状况制定项目，例如吸毒的未成年犯可以设置毒瘾治

疗、心理治疗等项目。对于人身危害性比较大的未成年犯可以进行电子监视等手段，对于需要完成学习

的未成年犯可以为其介绍学习的学校或者机构，对于想要就业的罪犯可以为其介绍适合的工作和技能培

训，帮助其缓解就业压力。 

4.3. 培养专门的社区矫正部门和人员 

首先，司法机关要发挥社区矫正的主体地位，因为司法机关不仅具有审判经验和治理犯罪的经验，

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机关之间要协调好关系，公安机关做好未成年犯罪的处理工作，法院做好审

判工作，检察院要做好社区矫正的监督工作。其次，要完善好社区矫正人员的福利待遇，吸引更多的专

业人才，同时也可以吸引社会上专业的人士，比如专家、志愿者，可以让他们进行长期的帮教工作，避

免出现因为不了解社区矫正制度，而无法发挥他们技能的情况。最后还要注意在吸纳社会力量时，对他

们的专业度和责任心都要进行调查和测试，争取能够为未成年犯提供较好的帮助。 

4.4. 制定针对未成人的评估方案 

要制定科学的评估方案，建立起针对未成年人的科学的评估标准[7]。避免主观臆断的去评估未成年

人的情况，要从客观出发，实事求是。在评估体系中有些数据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性别、民族等，但是有

些特征是不断变化的，能够反映未成年犯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还要对未成年犯的再犯的可能性以及人

身危害的可能性作出一个整体的评估。制定的方案还要具有可操作性，要将未成年人的方案与成年人区

分。还要利用好大数据的优势，建立起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评估系统，对未成年人的数据进行科学的记

录和分析[8]。 
总而言之，未成年人是社会的一员，是民族的希望，他们肩负着时代的任务，代表着国家的未来。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更要加以保护，因此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净化未成年人犯罪的环境是我

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项比较宽缓的刑罚处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未成年

犯的权益。虽然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在不断完善，我们在总结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借鉴

国外的经验，使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不断进步，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保护着未成年人的成长。 

5. 结论 

随着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刑罚观念与刑罚制度都不断趋向人道主义和现代文明。社区矫正制度独

有“柔性矫正”、“天然矫正”作用，顺应世界刑罚轻缓化潮流，契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预防

和治理犯罪的关键一环。本文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设立的起源出发，总结了设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的必然性，并且发现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根据这些问题结合未成年人群体

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提出的建议不够细化，实践中去落实可能还存在困难，

但是相信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进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发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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