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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探讨了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未成年犯罪的具体预防措施，首先对未成年犯罪预防

的概念进行界定，提出将生态系统理论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提出应结合微观、

中观和宏观三大系统，通过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未成年犯罪预防，旨在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预防体

系，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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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system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specific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social work 
services to intervene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Firstly, the concept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preven-
tion is defined, and the ecosystem theory is proposed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event-
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n it is proposed to combine micro, meso, and macro syste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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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e in the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hrough social work services, aiming to effec-
tively curb the occurrenc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by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evel pre-
vention system, and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minors and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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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6 月 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揭示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与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方面的严峻形势——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总体攀升，

且低龄化趋势显著加剧[1]。这一现状不仅挑战着社会的底线，更对平安中国与法治中国的建设构成了不

容忽视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课

题。生态系统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题思路。该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与影响，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其在家庭、学校、社区等多重生态系统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因

此，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社会工作服务领域，通过综合性的介入策略，优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减少

不良因素的影响，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途径。 

2. 未成年犯罪预防的概念界定 

未成年犯罪预防是指通过一系列社会、教育、法律等手段，旨在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保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其走上犯罪道路的一系列措施和活动。这包括早期识别和干预潜在的犯罪风

险，提供教育和心理辅导，以及通过法律和政策来规范未成年人的行为，从而构建一个有利于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2]。 
在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未成年犯罪预防被视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工程。该系统强调个

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层级系统(如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对未成年个体行为模式的共

同影响[3]。基于此，本文提出的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未成年犯罪预防策略，旨在通过整合和优化各层级系

统的资源与服务，实现未成年犯罪预防的分级干预与全面覆盖。 
首先，初级预防(事前预防)作为整个预防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其目标在于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环境

优化和社会支持等措施，消除或减少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和条件。社会工作服务在这一阶段应

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开展心理辅导、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

道德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二级预防(事中干预)针对的是具有犯罪高风险性的潜在个体。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服务应聚

焦于对已经表现出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个别化、针对性的干预。通过深入了解个体

的家庭背景、心理状态、社交关系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包括行为矫正、心理辅导、家庭教育

指导等，以降低其犯罪的风险。 
最后，三级预防(事后干预)则是对已经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的干预和约束。社会工作服务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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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任务更为艰巨，需要综合运用法律、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资源和手段，对未成年人进行深入的

反思教育、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正，帮助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重新融入社会。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未成

年人家庭的支持和帮助，防止家庭问题成为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温床。 

3.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未成年犯罪预防措施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深刻揭示了环境系统与个体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强调了人的生存系

统对于理解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关键作用。它引导我们超越传统的个体主义视角，转而关注人与环境之间

的多维度、多层次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塑造着个体的行为轨迹[4]。进一步地，查尔斯·扎

斯特罗[5]在此基础上将社会生态系统细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大方面。微观系统聚焦于个体本身，视

为一个融合了生物、心理和社会属性的综合系统，各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中观系统则涵盖了

家庭、职业群体等小规模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对个体的行为模式和价值

观念产生深远影响。而宏观系统则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文化、社区、机构和组织等层面，它们构成了社会

生态系统的宏观背景，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产生着更为间接但同样不可忽视的作用。 

3.1. 宏观系统层面 

3.1.1. 强化犯罪预防机制，构建多主体协同的社会支持网络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未成年犯罪预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参与。具体而言，各级党委政府应强

化属地责任，发挥领导作用，组织多部门联合成立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机构，如教育局、检察院、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未成年犯罪预防工作。此外，鼓励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志愿者服

务队伍，利用志愿者的积极性和专业性，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网络[6]。社区和村(居)委会作为

基层自治组织，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应充分发挥其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作用。 
社会工作者应定期走访重点关注的未成年人家庭，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和困难，进行个性化的评估，

以便制定针对性的干预计划。并利用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资源优势，协调相关部门和机构，为未成

年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如心理辅导、学业辅导、法律援助等。针对未成年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和人

际交往矛盾，社会工作者应运用专业方法，协助他们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防止问题升级导致犯罪行为

的发生。同时，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开展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与发展，

共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3.1.2. 强化行业协同监管，构建未成年犯罪预防的坚固防线 
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未成年犯罪预防工作需深入各社会子系统，特别是与未成年人生活息息

相关的行业领域，通过构建协同监管机制，织密防护网络[7]。 
一是旅馆业：严格管理与联合检查并重。旅馆业作为未成年人可能涉足的敏感领域，其监管的严密

性直接关乎未成年人的安全。因此，必须强化旅馆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对住宿登记实施严格审查，确保

未成年人身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并记录监护人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二是娱乐场所：落实禁入、限入制度，净化成长环境。经营者需在醒目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

入标志，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杜绝未成年人违规进入。相关部门需加强联合执法力度，定期检查

这些场所的执行情况，确保其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三是文身行业：严厉打击非法服务，保护未成年身心。鉴于文身对未成年人可能造成的身体伤害和

心理影响，必须严格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这要求所有企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各部门应建立联动机制，加大检查力度，鼓励群众举报非法行为，

共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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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把控辍保学机制与未成年犯罪预防的关联性 
预防未成年犯罪必须从源头抓起，关注并干预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而教育作为个体成长的重要环

境因素，对塑造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8]。在控辍保学机制的构建和运行过

程中，社会工作服务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辍学未成年人及其家

庭提供心理疏导、家庭关系调适、学业辅导等服务；同时协助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政策宣传、资源整合、

效果评估等工作；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控辍保学工作的顺利开展。针对

不同辍学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应采取精准施策、个性化服务的策略。通过家访、谈心谈话等方式深入

了解辍学原因，如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动力不足、校园欺凌等，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应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和生涯规划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提高学习积极性

和自信心。 

3.2. 中观系统层面 

3.2.1. 深化家庭教育监管职责，构建预防基石 
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最初且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其教育监管责任的

强化对于预防未成年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父母及监护人应深刻认识到家庭作为“第一课堂”

的重要性，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行为习惯和健康的心理状态。

同时，营造和谐家庭环境。父母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氛围，成为未成年人心灵

的港湾。通过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历程，耐心倾听其心声，及时排解其不良情绪，为未成年人提供积极

的情感支持和正向引导。这种良性的家庭互动有助于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和人格特征，从而在

源头上遏制违法犯罪的“苗头”[9]。 

3.2.2. 强化学校教育管理制度的生态系统构建 
首先，针对未成年人普遍缺乏规则意识的现状，学校作为关键的社会化机构，必须承担起建立规则

意识的重任。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协助学校与家长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具体而言，通过家长微信群等现代通讯手段，提高家校沟通的效率和透明度，共同关注并纠正学生的不

良言行，特别是暴力倾向，及时采取教育疏导和定期家访等措施，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生态。 
其次，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如学业、人际交往等。社会工作服务应介入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干预。通过设立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组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识别并应对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促进其心理健康成长。 
最后，培养法律专业队伍的生态系统建设。法治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一环。学校应加大

法治教育投入，聘用具有法学背景或法律专业知识的教职工，为学生提供系统、全面的法治教育。社会

工作服务可以协助学校开展法治教育宣传活动，如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等，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和

法律意识。同时，加强与司法部门的合作，邀请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专业人士进校园开展法治讲座和案

例分析，让学生深入了解法律的重要性和违法犯罪的严重后果。 

3.2.3. 强化就业指导与支持机制 
针对即将脱离学校、面临就业挑战的未成年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其就业权利与保护。鉴于我国最低就业年龄设定为 16 周岁，需特别

关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确保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求就业机会。然而，当前我国的未成年人

就业指导体系尚不完善，缺乏专业化、职业化的指导人才。为此，应加大培训力度，培养一批既熟悉未

成年人特点又了解就业市场的专业指导人员，为未成年人提供系统、全面、个性化的就业指导服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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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服务应涵盖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咨询、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帮助未成年人明确职业方向，提升就业

竞争力。对于即将年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在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下，结合其个人意愿和实际情况，

制定针对性的就业准备计划。对于已满 16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若因学业原因选择就业，相

关部门应主动介入，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指导与支持。这包括但不限于：联合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民政等部门，共同为未成年人搭建就业平台；开展就业心理辅导和技巧训练，帮助未成年人克服就业过

程中的心理障碍，掌握求职技巧。此外，还应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与合作，拓宽未成年人的就业渠道，

推荐合适的岗位给有需要的未成年人。同时，注重跟踪服务，及时了解未成年人的就业状况，提供必要

的后续支持和帮助，确保他们能够稳定就业、健康成长。 

3.3. 微观系统层面 

3.3.1. 提升未成年人自控能力 
学习压力作为现代未成年人普遍面临的挑战，若缺乏有效的排解途径，极易导致情绪失控，进而诱

发暴力性违法犯罪行为，如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因此，社会工作服务应致力于探索并推

广适合未成年人的压力排解方法，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如体育运动、艺术

创作、社会实践等，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展示自我、释放压力的平台。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学生不仅可

以培养兴趣爱好，还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同时，强化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培

养其家国情怀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其自我约束能力的有效手段。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可以激发未成年

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而自觉抵制违法犯罪行为的诱惑。 

3.3.2. 强化绿色用网，构建安全的网络生态环境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未成年人已成为“网络原住民”，其学习、社交乃至价值观的形成均深受网络

影响。然而，网络空间并非一片净土，网络欺凌、色情、赌博、吸毒及团伙犯罪等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威

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因此，构建绿色、安全的网络生态环境成为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重要一环。社会

工作服务应积极参与其中，联合各部门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培训。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解、互动式的模拟演

练等方式，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使其能够识别并远离网络中的不良信息。同时，

鼓励家长加强家教家风建设，提升自身网络素养，为未成年人树立良好榜样，共同营造健康的家庭网络

环境。 

3.3.3. 加强道德与法律教育 
针对未成年人的道德培育，应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强化道德教

育，我们可以帮助未成年人建立起尊重他人、理解包容、理性沟通的人际交往模式，从而有效预防因人

际关系冲突恶化而导致的犯罪行为。通过教育引导，使未成年人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方法，

学会在冲突面前保持冷静和理智，避免因一时冲动而走上犯罪道路。 
在法律教育方面，通过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多种形式，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使

其明白违法犯罪的严重后果和法律责任。同时，还应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

作，共同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教育环境，

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仅是司法领域所关注的焦点，更是社会层面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它关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必须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推进，需要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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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与思路。它强调将未成年人置于其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中进行考

察，关注家庭、学校、社区、同伴群体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未成年人行为的影响。基于这一理

论框架，可以更加系统地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成长环境、强化教育与

引导等多方面的努力，来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风险，促进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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