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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未成年人同一般社区矫正对象存在差异，具有其特殊性，我国《社区矫正法》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作出了特别规定。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当前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其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而域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相较于我国实施更早、相关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其相关措施值得我国借鉴。

通过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相关措施，本文为我国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提出了扩大适用范围、增强矫正措施的针对性、配置专业矫正工作人员、落实未成年人

权益保障工作的完善路径，以期该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其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帮助未成年矫正对
象融入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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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juveniles and general community correction objects, which have 
their particularity, China’s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has made special provisions for community 
correction of juveniles.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of juveniles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com-
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for juveniles outside the region was implemented earlier and has richer 
experience compared to China, so its relevant measures are worth learning from.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juveniles in China and drawing on measur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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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juveniles outside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path 
fo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juveniles, enhancing the per-
tinence of correction measures, allocating professional correction personnel, and implement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juvenil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ystem can better play 
its role in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helping juveniles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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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概述 

1.1.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定义 

我国法律并未明确定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但是结合我国《社区矫正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实践来看，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司法行政

机关主管其行政区域内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并可以委托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具体实施，依法对适用社

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开展矫正教育工作，采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正方式，以帮助其认识、改正错误，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新融入社会生活[1]。由此来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刑

罚执行活动。 

1.2.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现状 

社区矫正制度诞生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欧美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随后在

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2]。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引入发展起步较晚，其中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更是处在初步发

展阶段。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现状可以从立法和实施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在立法方面，我国 2019 年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采用专门章节的形式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出了特别规定，完善了我国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但与此同时，相关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地方性法规在社区矫正立法方面

并未充分涉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因此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可操作依据。其次，

在实施方面，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立法不够细化，处刑以监禁为主的刑罚观念根深蒂固，虽然我

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十分严峻，但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比例不高，难以发挥其预防和减少未成

年人犯罪，帮助未成年人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矫正作用。 

2.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殊性 

2.1. 矫正对象的特殊性 

与一般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由于未成年人年龄较小、心理发育不够成熟、对社会认识不够充分、法

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导致其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不同于心智成熟、对自身行为有充分认识的成年人，

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原因具有特殊性，未成年人正处于树立价值观念的阶段，在此阶段如果家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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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起到监护和管理责任，很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误入歧途。此外，未成年人的

心智发育不够成熟，缺乏对自身行为的充分认识和控制，极易导致激情犯罪的发生。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在犯罪之后的改造空间很大，在接受社区矫正后，其认识错误、

完成教育矫正的概率相对较高，更有利于其重新融入社会生活。若对未成年犯一味地采取监禁措施，反

而会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会导致其抗拒改造，也不利于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 

2.2. 矫正内容的复杂性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不仅要提升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还要保障未成

年人在接受社区矫正过程中的心理健康、受教育权以及就业权利。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不仅需

要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工作人员，还需教育、心理、社会工作等领域的工作人员参与，依托各个领域的

专业帮助，才能充分满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需求，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制定更适合未成年

人发展的社区矫正计划，促进教育矫正的效果，帮助未成年人在结束社区矫正后获得更好的发展。 
此外，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过程中对接受教育矫正的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也要给予充分的保护。不

仅我国相关法律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实践来看，对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也具有必

要性，这一措施既有利于减轻未成年人接受矫正后的心理压力，又能避免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因该信息

泄露而遭受歧视的情况出现。 

2.3. 矫正方式的特殊性 

我国社区矫正虽然是一项非监禁的刑罚执行制度，但其对于矫正对象仍具有刑罚的惩罚与威慑作用。

由于未成年人与社区矫正的一般适用对象即成年人存在区别，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式也具有特殊性，

更侧重于对未成年的教育帮扶，而将刑罚的惩戒作为兜底性的辅助措施[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式的特

殊性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出了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宽容性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

从我国《社区矫正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来看，在涉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面更多提及到了未成年人受

教育、就业、隐私等权益的保障，主张通过教育矫正为主、惩戒为辅的方式完成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 

3.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3.1.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较小 

从我国《社区矫正法》和社区矫正实践工作来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包括被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笔者认为，这一适用范围较小，还应当进行适当扩大，

才能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作用。首先，在立法层面，我国《社区矫正法》为扩大未成年人社

区矫正适用范围提供了空间，1为其他符合条件的矫正对象纳入到适用范围中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我国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目的在于教育和矫正未成年人，帮助其树立法律意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减少

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四类适用主体都是已经实施过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忽视

了对具有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少年的教育矫正，如果没有及时制止、教育矫正这些未成年人，势必会导

致其走上犯罪的道路，未成年人犯罪率也有可能因此上升。所以，应当适当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范

围，将更多符合矫正条件的主体纳入到适用范围当中。 

3.2. 矫正措施缺乏针对性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同于一般社区矫正，每个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在年龄、心理状况、成长经

 

 

1我国《社区矫正法》第 58 规定：“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期间年满十八周岁的，继续按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有关规定执

行。”说明已经成年的社区矫正对象，在一定条件下依旧可以适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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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犯罪原因以及家庭监护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虽然我国法律对此作出了规定，要求根据未成

年人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但该规定过于笼统，无法做到细化操作，因此需要根据其自身状况制定

适合未成年人的具体矫正措施。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形式过于单一，在矫正项目方面同针对成

年人的一般社区矫正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缺乏针对性措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最终

效果，无法做到切实有效地帮助未成年人认识自身行为，矫正其原本错误的观念。 

3.3. 缺乏专业矫正工作人员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虽然是针对未成年犯的矫正，但在矫正过程中也需要注意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

同时还要为结束矫正的未成年人提供社会层面的支持以帮助其融入社会。因此，该项制度的实施不仅涉

及法律专业领域，还涉及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等多个专业领域。 
虽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有一定的要求，但在实践过程中，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

无法做到专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因此大多数矫正工作人员为社区矫正主管部门所聘用的合同制工作人

员，其专业程度必然得不到保证。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开展较晚，对于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

不够及时、到位，不同地区的专业人员配置不够均衡，导致工作人员同矫正对象的交流沟通达不到理想

的效果，难以及时发现矫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中获得良好发展，因此我国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急需配置更多的专业人员。 

3.4. 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不够充分 

虽然我国《社区矫正法》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受教育、就业等方面权益的保障，但在具体实践过

程中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仍存在不充分之处。首先，我国《社区矫正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接受社区矫

正的未成年人在就业方面同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同时我国《公务员法》又规定了因犯罪受

过刑罚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法条上的冲突使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此外，在现

实生活中，由于民众对社区矫正不够了解，对接受过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还存在着刻板印象，社会歧视

的现象还是难以避免。法律虽明确规定了要保护接受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的隐私，但该项工作的开展难度

十分巨大，难免会存在隐私泄露的问题，从而对未成年人的权益造成损害，不利于其接受教育矫正和融

入社会。因此，还需要加强对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 

4. 域外及我国港台地区相关措施借鉴 

4.1. 美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措施 

美国作为最早、最广泛实施社区矫正制度的国家，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也相对成熟，有值得借

鉴之处。首先，美国制定了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并设立了专门的少年法庭，美国未成年人社区

矫正方式主要包括一般缓刑、有警戒的和无警戒的少管所、少管中心或其他社区居住监管中心。其次，

美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业化程度高，设置和配备了专门的机构和专业工作人员，为未成年人提供多

样化、专业化的社区矫正，并采用科学的方式循证矫正，科学评估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矫正分类和矫正

效果，从而促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准确性与严密性[4]。 
美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所体现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业化、

科学化能够有效避免单纯按照过往经验办事的传统，使该项制度的运行做到有理有据。这样一来，不但

矫正效果会有所提升，公众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认可、支持程度也会得到提高。 

4.2. 我国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措施 

我国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也是专门独立开来，与成年人社区矫正呈现二元化的特点。由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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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官及少年保护官专门负责相关矫治与保护工作，通过训诫、参与劳动的方式对未成年人加以监督、

约束和辅导。 
但我国台湾地区最值得借鉴的是其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规定。设立了专门处理未成年

人犯罪的少年事件处理法，分为“少年保护事件”和“少年刑事案件”两类来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处理。

少年刑事案件指的是十四岁以上少年有触犯法律行为的，依照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其责任，判处刑罚。值

得注意的是少年保护事件对少年虞犯行为 2 作出了特别规定，依照法律实施保护处分，即类似于我国的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于将少年虞犯行为纳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预先对处在违法犯罪边缘的

未成年人进行管理矫正 3，能够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5]。 

4.3. 我国香港地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措施 

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主要包括社会服务令和缓刑两部分，由惩教署和社会福利署负责执行，在

对未成年罪犯进行评估后将其送往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社区矫正。 
香港地区社区矫正过程中的复合司法计划具有值得借鉴之处。所谓复合司法计划是指犯罪人和受害

人调节机制，双方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寻求缓和双方关系的最优措施[6]。在这种调节机制下，未成

年犯能够更充分认识其犯罪行为对被害人以及社会造成的危害，有利于未成年人深刻认识反思自身行为，

积极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该机制在我国的可行性体现在其与我国被害人谅解制度所体现的价值理念有相

似之处，在我国取得被害人谅解对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未成年犯在这种犯罪人和受害人调节

机制下若能取得被害人谅解，对于其依法获得从宽处理以及矫正结束后重新融入社会具有很大帮助。 

5.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相关完善路径 

5.1. 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可以将以下几类主体纳入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之中。首先是对于

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并由人民检察院对未成

年犯进行监督考察，用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起诉。笔者认为，此类情形可以纳入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

通过社区矫正的方式对处于考察期内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矫正和监督考察，并最终由检察院决

定是否起诉。这样既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的矫正，又缓解了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使国家司法资源得到了

合理的配置。 
其次，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对少年虞犯行为的处理方法，对有多次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

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在还未实施犯罪的阶段对其进行教育矫正，向他们灌输法律意识，纠正其原

本错误的价值观念，有助于预防可能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降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 
此外，对于完成监禁性刑罚的未成年人，也应当将其纳入到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中，不过此时社区

矫正更应注重发挥教育帮扶的作用，帮助服刑完毕的未成年人获得社会认可和支持，不但能使其尽快融

入社会，还能有效避免再次犯罪。 

5.2. 增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措施的针对性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如上文所述，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要针对其具体特征

采取相对应的矫正措施。要以《社区矫正法》为基础，严格落实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充分了解

 

 

2少年虞犯行为是指：1) 经常与有犯罪习性之人交往者；2) 经常出入少年不当进入之场所者；3) 经常逃学或逃家者；4) 参加不良

组织者；5) 无正当理由经常携带刀械者；6) 吸食或施打烟毒或麻醉药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7) 有预备犯罪或犯罪未遂而为法所

不罚之行为者。 
3 少年虞犯行为还并未构成犯罪，但该行为对未成年人产生的不良影响极大，若任由该行为发展，则势必会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发

生，因此有必要对该行为预先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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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也要和一般社区矫正有所区分，体

现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措施的针对性[7]。 
还可以借鉴域外循证矫正的科学方法，结合实践者个体矫正经验，在矫正对象的配合下，针对矫正

对象犯因性特点，开展高效矫正的一系列矫正活动，对未成年人进行分类、分阶段、分级别的社区矫正

方式[8]，对于积极接受教育矫正的未成年人予以一定程度的放宽和奖励，对于表现不良、抗拒教育矫正

的未成年人首先进行心理层面的沟通交流，加强教育感化，但一定要慎重对其采取惩戒措施。 

5.3. 加强社会参与，配置专业矫正工作人员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广泛涉及了不同的专业领域，为其配置更多的专业矫正工作人员，需要社会等各

方面的支持。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加大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未成年人

社区矫正提供专业人员支持。 
其次，可以适当提升矫正工作人员的录用标准，提升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同时相关的专业培训也

应当及时跟进，提高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正的能力。同时也要对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监督，避

免其不当的工作行为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可以尝试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像心理学、社会工作相关领域的专业人

员可以定期去往社区为接受矫正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等专业服务，解决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以及在

社会参与方面遇到的困难。这一举措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原

因是缺乏社会的支持与关爱，而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和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让未成年人深切

体会到了社会对其的关心与爱护，更有助于其完成教育矫正，重新回归社会[9]。 

5.4. 落实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落实社区矫正中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笔者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宣传，

让民众对该制度有具体、充分的了解，改变民众对于社区矫正的刻板印象，使民众知晓社区矫正的对象

并非是穷凶极恶的罪犯，而是要借助社区矫正认识、改正错误，重新回归社会的人。民众对社区矫正有

了充分认识后，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歧视也会相应减少，从而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矫正对象在教

育、就业等领域的权益。其次，要更加严格执行对未成年矫正对象个人档案信息的保密，保障未成年人

的隐私权，要先对负责未成年矫正对象个人档案的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监督，防止其泄露相关信息对未成

年矫正对象造成不良影响。最后，在矫正工作人员的选择上，应当选择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的专业人员，

能为未成年矫正对象提供更合适的社区矫正，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引入制度，在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矫正未成

年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矫正对象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矫正方式和内容上相较于

一般社区矫正存在特殊性。未成年人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在现今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下，我国更应当重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坚持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矫正理念，促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制度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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