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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是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类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但是近

年来，青少年犯罪数量在不断增多。司法社会工作介入也成为矫正偏差少年群体的新路径，帮助这些涉

罪青少年重新融入社会、再社会化，这是司法社工介入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首要目标。如今的社会越

来越注重人的人格和尊严，我国的刑罚制度、刑罚观念也朝着人性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科学

化观念的影响下，世界各国也都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矫正制度。本研究立足于当下形势，详细地

分析司法社会工作介入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司法社工介入青少年犯

罪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建设方面有所推动，弥补实践中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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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enagers are a very important group in society, and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life. They 
are the future of a country’s developmen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juvenile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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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creasing. Judici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has also become a new way to correct deviant juve-
nile groups, and to help these delinquent juveniles re-integrate into society and re-socialize, which 
is the primary goal of judici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of delinquent ju-
veniles. Nowadays, societ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human personality and dignity, and the 
penalty system and concept of punishment also develop towards human nature and scientific di-
re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scientific concep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making efforts 
to explore the correction system suitable for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
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in detail the necessity of judicial social work intervening in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of juveniles involved in crime, hoping to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judi-
cial social work intervening in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of juveniles involved in crim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in practice. 

 
Keywords 
Juvenile Delinquency, Judicial Social Work, Community Correction, Social Worker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当代青少年也面对着多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

方面，青少年是一个国家富强的主导力量，我们应该重点关注青少年的成长。根据有关青少年犯罪资料

表明，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明显，犯罪率也在急剧上升，青少年犯罪比例上升，犯罪后是否能够得

到及时矫正，如何有效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行为和思想也成为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探寻的目标。 
社区矫正相比较于监狱矫正，其更加注重特殊化、人性化服务，针对这些社区服刑人员，专业工作

者会帮助其解决各类问题，让其重新融入社会。2019 年 12 月，我国新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矫正法》，

国家鼓励社会各方力量依法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让社区矫正工作朝着更加专业化方向发展。司法社会工

作更注重青少年的长期健康发展，司法和社会工作进一步的合作，可以有效地对涉罪青少年进行教育矫

正，从而实现对其正向发展。涉罪青少年的社会融入问题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在司法社工服务过程

中，服务宗旨在于保护和挽救，更加注重青少年自身发展，赋能让其顺利适应社会，可以有效维护涉罪

青少年得到应有的司法保护，对其认知、行为及时进行调整，倡导非监禁化的途径去解决涉罪青少年的

问题。 
对于涉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意义。在理论意义上：本研究有效地将法学、社会学

和社会工作等专业理论和实践方法与社区矫正结合，既关注到了社会工作所有的社会福利性，也兼顾了

司法所注重的法律性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让社区矫正工作朝着专业服务过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社区矫正效果。加强对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研究，不仅可以指导社区矫正的司法实践，而且为建

立健全青少年司法制度奠定理论基础。在现实意义上：通过研究，详细叙述了对于司法社工介入涉罪青

少年的社区矫正方式，对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发展更加强有力的推进，在社区矫正服务过程中，

司法社工运用的矫正手法能够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所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这些研究对于改变我国很多

地区传统的矫正模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防止青少年再次犯罪和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提供一

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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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国内研究现状 

社会工作最早来自于西方，在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司法社会工作

介入社区矫正都还在不断地探索阶段。 
在理论方面，针对司法社会工作的概念界定上，国内有很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席小华教授(2021)

是这么认为的：“司法社会工作，其实就是社会工作介入刑事司法的工作领域，以利他主义为指导，用

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的专业助人活动。”[1]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概念的界定要根据我国的实践情况来

做出新解释；张善根教授(2021)认为我国目前对于司法社会工作的定义仍然模糊不清，他从系统角度将司

法社会工作进行定义：司法社会工作是一个由特定价值观和实践模式两方面决定的系统，社会工作机构

和司法机构共同为受助者解决问题[2]。 
在实践方面，各界学者对于青少年司法工作也做了很过研究。姚建龙(2021)多年从事与研究少年司法

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在此基础之上，他专注于少年司法与社会工作整合，推动司法社会工作专业

化发展，做出来大量的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研究[3]；席小华(2020)长期专注于少年司法社会工作领域的研

究，成立了北京超越社会工作事务所，为社会中的越轨青少年服务，对犯罪青少年、受害者等有极大的

帮助，在实务上推动了北京市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4]。 
从理论上来看，我国对于司法社会工作介入涉罪青少年的研究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研究较少，我国

司法社会工作大部分的地区发展仍然落后，很多省市尚未开展司法社会工作相关实践，司法社会工作的

制度体系也很不健全，还需要深入发展，人才队伍也很紧缺，需要加以完善。 

2.2. 国外研究现状 

在各个领域范围内，从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发展来看，Maschi T. (2008)认为应当从司法政策的演进

历史角度入手分析美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5]；D.K. Androf (2012)总结了北美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认为美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开始阶段(1875~1929 年)、大萧条之后的新政时代

(1930~194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发展阶段(1945~1960 年)、犯罪预防项目(1960~1970 年)、非制

度化和少年机构的关闭(1970~1982 年)、传统犯罪项目的萎缩与受害人运动(1983~1998 年)等”。其最初

发展与其青少年司法体系的建立紧密联系，美国改变青少年犯罪与承认反共同惩治的局面，将青少年犯

罪分离，建立了青少年司法体系。之后的发展中，各地机构成立青年服务局，随着基金到期，地方政府

没有持续这些项目，青年服务局淡出，地方青少年机构逐渐萎缩[6]；D.S. Young，Lomonaco S•W (2001)
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人呼吁，让社工重新在矫正领域扮

演更加重要的角色[7]；Annie E•Casey (2000)认为美国政府一系列政策和实务的新动向，为司法社会工作

提供广阔的空间。政府逐渐意识到，由于财政紧张以及青少年犯罪中的种族比例失调，监禁替代措施增

多，更多的青少年罪犯被置于社区矫正，需要更多的监管和社会工作者进行支持性服务[8]。 

2.3. 文献述评 

我国各界学者们对于司法社会工作概念的界定都有自己的观点，所得的概念都是根据我国的实践情

况和我国司法社会工作发展现状研究的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概念都会有新的解释，就目前而言，

是贴合我国发展趋势的。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于社区矫正的研究结论很多，而针对涉罪青少年后期的矫正研究很少，

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从理论层面去叙述，在实践层面的研究设计很少。我国针对于司法社会工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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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针对于涉罪青少年从被逮捕到审判到后期矫正，

这些环节的内容很少有涉及到。可以看出，今后的研究可以更加注重实践层面，将理论充分运用到实践

中去，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因而来推动司法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方面的发展。 

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3.1. 相关概念界定 

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年龄范围是 11 周岁至 25 周岁，再此阶段的人实施犯罪行为。对于青少年

犯罪，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之分。狭义的青少年犯罪是指，在 14~25 年龄阶段之间所做的违法行为；

广义的青少年犯罪是指，不管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犯罪学角度给青少年犯罪来下定义[9]。 
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矫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服务对象一般是犯罪行为

较轻[10]。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社区矫正的运用方式有所不同，它是指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针对于违

法犯罪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一般会设置院舍训练，在此院舍内司法社工和志愿者运用专业的方法让犯罪

者掌握正常生活的技能，从而顺利的回归社会。 
司法社会工作：对于司法社会工作定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概方向是一致的。司法社会

工作是指司法社工运用法律和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知识，在相同的服务理念指导下，去为社区矫正对象

提供服务，司法机构和社会机构相互合作，能够更好地推进社区矫正的发展[11]。目的是维护其权益，让

其顺利融入社会，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3.2. 理论基础 

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理论：社会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化主要是从文化、社会结构、人

格发展等角度来描述人类发展过程；狭义的社会化强调的是生理上，一步步完成人类成长阶段，实现心

理以及生理上的成熟。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其成长的进步空间就越大，发展也会越好。再社会化是指

某些行为和认知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违背，所需要改变的过程，其可以分为主动再社会化和被动再社会化

[12]。主动再社会化是指认识到了自身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偏差，主动去改变自己，修正行为或认知的过

程；被动再社会化是指通过一些强制性措施去改变某些违反社会规定的犯罪行为，运用专业的方法去改

变矫正对象的错误认知，戒除其违法行为，让其能够重新回归社会的过程。 
认知行为理论：认知行为理论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专业理论之一，其强调通过专业的方法去改变服务

对象原有的错误认知和行为的理论，它将认知用于行为的修正，特别强调认知在解决问题中的重要性。

ABC 理论是其中的核心理论，是有艾利斯提出的，通过改变人们对想法和信念来改变情绪和行为结果

[13]。认知行为理论用来矫正和预防犯罪行为，在司法机构中是比较常见的干预方式。青少年之所以会犯

罪走向越轨生涯，和其错误的思想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认知行为理论通过专业的方法来改变涉罪青少

年的错误认知，去建立新的、正确的思维方式，从而促使正确行为的产生，最后实现顺利回归社会的助

人目标。 

4. 我国涉罪青少年现状 

根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犯

罪低龄化现象显著，判断是否属于涉罪青少年，有不同的划分。有学者认为在 6~25 岁的年龄段有触犯法

律或者违反道德规范的不良行为属于涉罪青少年。但是此观点并没有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界定，只

是为了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去降低了年龄限制，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4]。 
犯罪青少年有以下基本特点是团伙化，青少年在违法犯罪时为了抵抗恐惧心理，增加安全感，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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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结派，作案时候通常是一群人，人多势众的情况下，更加无法控制行为。从涉罪青少年的年龄来看，

以往青少年犯罪大多集中在 18 岁至 25 岁，而近年来，青少年犯罪主要集中在 16~18 岁的年龄段，犯罪

年龄逐渐低龄化；从职业特征来看，多数是闲散状态的无业青年，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能力差，法律

意识淡薄，一般属于“三不管”的状态[15]。 

5. 司法社会工作介入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5.1. 有利于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更具针对性 

司法社会工作其是法律和社会工作两个学科的相互合作，去共同为涉罪青少年提供社区矫正服务。

司法关注刑事司法领域等相关的法律问题，通过增强青少年的自身能力，来成功达成矫正目标。青少年

时期常有叛逆等心理特征，这一群体在生理发育、心理发展和社会阅历等方面都不成熟，容易受到不良

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从而走向越轨生涯。因而涉罪青少年也成为刑事司法中重点关注的群体，对青少年

犯罪的社区矫正工作应更加突出针对性和专业性。青少年群体和其他群体有着不同的心理情况，其错误

认知更加容易修正，所以不能将其与其他犯罪人运用同样的矫正方法，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而导致矫正不彻底，更可能会出现再次犯罪的情况。 
在实践中，司法社工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去深度剖析青少年的犯罪心理及动机，及时了解涉罪

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及社会环境，找出犯罪原因，从而可以对症下药。 

5.2. 专业价值观与刑事司法政策相契合 

社会工作价值观和我国刑事司法政策制定原则相互契合，现阶段，我国刑法越来越向人性化、科学

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工作原则可以充分运用到社区矫正中，拥有法律和社会工作双重知

识的司法社会工作者通过对涉罪青少年进行教育，让其走向正确的道路。我国青少年司法服务建设还有

待提高，司法流程中可以有效维护涉罪青少年权益。 

5.3. 有利于改进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社区矫正对于涉罪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促进其与社会重新融合的正确途径，涉罪青少年在社区中

得到应有的教育，促进其恢复或者重建应有的社会功能，成为有正确思想的社会成员。针对这些服刑者

参与社区劳动时，司法社会工作者应注重其思想和行为的矫正。我国内地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

低，缺少专业的培训，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也很少，人才很紧缺；最后，针对于涉罪青少年的社

区矫正模式比较单一，矫正效果不明显，对矫正对象其所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了解不多，矫正范围不

全面。司法社会工作融合了法律和社会工作两门学科知识，这样更有利于改进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中的

不足，让介入更加具有专业性。 

6. 司法社工介入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方式 

6.1. 信任互动关系的培养 

这些涉罪青少年由于他们的行为在过去可能给造成过伤害，所以这些群体很难获得社会公众的同情，

这就直接导致涉罪青少年面临着很多社会排斥，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其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这样的

背景之下，涉罪青少年和司法社会工作者的信任互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和

涉罪青少年群体培养信任关系，不断地了解青少年犯罪原因及其他所处的各个生态系统关系，从而拉近

与其距离，更加有利于司法社工服务目标的实现。 
司法社工的工作有几个重要的工作手法，包括个案、小组和社区等。司法社工通过个案的方式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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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青少年干预时，是致力于改变其变差心理和行为，常运用的手法是行为治疗法和理性情绪治疗法，针

对于其本身的认知和行为修正，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和健康教育；其次，小组工作是将这些同龄的涉罪青

少年组成一个团体，常用的方法有同伴教育，同伴教育者更能够唤起身边同伴的共鸣，最后实现教育目

标，而且这种教育方法也进一步强化其对未来的信心，可以建立互动小组，在小组活动中产生一些同伴

信任感涉罪青少年可以在该群体中获得认同感，从而降低心理压力；最后是社区工作方法，我们除了要

实现矫正服务对象个人，对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进行有效治理，如果生存和安全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

和他们谈法律和道德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司法社工从多个方面入手，对于涉罪青少年对他人及社会的信

任感会增强，从而乐于与他人互动，融入这个社会。 

6.2. 涉罪青少年综合素质的提高 

大部分涉罪青少年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其受教育文化程度低，处于青少年阶段，其思想不够成熟，难

以抵制周围诱惑，因而其犯罪的几率会很大。在服刑期间，涉罪青少年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他们往

往缺乏社会适应能力，所以对社会安定又会有极大地关系。司法社工应该及时和机构或者学校进行合作，

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继续学习的环境，学习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工作技能的培训，提供就业机会，帮助

其养成工作和学习的习惯，将来才能够更好地社会融入。通过对涉罪青少年提供就业、就学辅导，可以

提高其综合素质，让其完成有监禁环境向开放环境的过渡，顺利适应社会，从宏观来看，也有助于社会

和谐、安定。 

6.3. 完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对于涉罪青少年来说是很重要的，青少年会出现问题大多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

我们必须要设立社区司法机构，以及建立一支综合的社区支持队伍，不断完善社会服务网络和社区矫正

网络之间的衔接，完善社会矫正支持系统。我国缺少对于专业司法社工人才培养，司法社工人才很稀缺，

如何去保证社区工作的专业方法能够有效运用于实践之中，就必须加强对司法社工人才的培养。针对于

社区矫正人员，或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从事人员，社会工作学生，这些人员都需具备专业知识，

后期才可以进行专业化的工作。在为涉罪青少年服务时，可以有的放矢，更好地将越轨青少年的错误心

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往正确的方向去引导。 

7. 总结 

司法社会工作在介入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实践过程中，其可能承担合适成年人服务，满足涉罪青少

年审查监护需求，在其缓刑期间为其提供各种心理辅导和帮扶服务。司法社工介入社区矫正是促进矫正

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新途径，本文介绍了司法社会工作介入涉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及其未来社

区矫正需要改进的方面，该项研究对社区矫正过程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司法社会工作介入涉罪青少年司法矫正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方向。青少年是我国繁荣发展的主

导力量，引导其走向正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涉罪青少年作为一种特殊群体，我们要做到特殊对待，

不能将其与成年罪犯同等对待，不能用同样的矫正手法去帮助涉罪青少年。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还在不断

地深入摸索之中，但也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阻碍，因此，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还需要各方共同努

力，推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有效化解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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