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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原因的探析

——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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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审视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现象，指出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现

实处境削弱了社会联系中依恋、奉献、卷入、信念的控制力量，因而促成了违法犯罪的发生。期

望通过对社会控制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扩大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增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现象

的认识，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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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

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

改变生存状况丽离开家乡，涌人到经济较为发达

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但是，由于客观上的城

乡二元结构体制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或者其

他各种原因，其中的很多农村务工人员无法将子

女一同带在身边，因此这些留在农村不能与父母

共同生活的孩子衍生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

村留守儿童。所谓农村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

方或一方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外地去打工，在外地

的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但是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原

户籍所在地的农村生活和学习的未成年人⋯，他

们一般与父或母一方、祖辈、或者父母的其他亲

人、朋友生活在一起。+这一群体的规模十分庞大，

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

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

数量已超过6000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

儿童21．88％12J，并且这一数量还在扩大。无法

与父母共同生活，且因年龄小尚需要他人在生活

和学习上的照顾，这种特别的成长经历，使得这些

孩子在心理和行为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并由此

引发社会问题。由农村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问题

在近些年频繁发生，特别是违法犯罪问题，已呈现

日趋增多之态势。因此，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群体

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如何更好

地关怀留守儿童，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行为的产

生，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

问题。本文尝试从社会控制理论的视角来解读留

守儿童犯罪行为的心理成因，为预防和控制留守

儿童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一、社会控制理论简介

特拉维斯·赫西是美国著名犯罪社会学家，

他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社会控制理论，其

基本观点是：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本能与倾向，个体

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体从事违反社会规则的

越轨和犯罪行为。社会控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

会联系。赫希指出，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

果能够与社会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联系，社会给

予他的内心的约束力使他因心有顾忌和牵挂而不

会轻易走上违法犯罪之道路。反之，如果青少年

与社会的联系变得薄弱，社会对他们的约束力便

会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可能因个体内心无所牵绊

而容易产生。所以，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是个体

与社会传统的联系薄弱或破裂的结果。

社会联系有四个构成成分：

(1)依恋。依恋是指个体对他人的感情联

系一1。对于青少年而言，依恋的对象主要是家庭

和学校。当青少年对于他人(如父母)有着非常

密切的情感联系时，就会因为在意对方，不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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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不愿辜负对方的期待而不敢轻易做出违反

社会规则的事情。可是，如果青少年与家人父母

感情淡漠，与学校关系疏离，就容易在面临外界不

良诱惑时因心无牵挂而出现违规甚至犯罪行为。

(2)奉献。奉献是指个体在对传统目标的追

求中所用的时间、精力和努力。当青少年致力于

追求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优良的学业成绩，以及

较高荣誉的职业时，就会对传统活动有较高的投

入，就会在行为之前理性地权衡利弊，不敢轻易地

失去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富，因而不太可

能从事犯罪活动。很多研究资料也证明了这一

点。但是，如果一个人失去为传统目标而奋斗的

动机，他就可能在行为上更加随意，缺乏对行为后

果的理性评价。

(3)卷入。卷入是指对社会传统活动的参

与。这是一个预测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指

标。当青少年愿意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有益的活

动中，如家务、体育、业余爱好和学校的各种活动，

他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考虑或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相反，不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在家庭和学校

事务上的青少年，他们不能用有意义的方式消耗

空闲时间，因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无所制约，从

事有刺激性的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

(4)信念。信念是指对社会共同价值观念和

道德观念的相信和遵循，是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中形成的。如果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主

流、健康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就会自觉地约

束、控制和选择自己的行为，违法犯罪行为自然不

会轻易产生，否则会受到内在超我良心的惩罚。

相反，如果对社会共同秉持的价值观念持有蔑视

甚至敌对的态度，这样的青少年是很容易以身试

法，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的。

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父母的缺位使得家庭联系弱化。情感依

恋程度降低

父母和孩子朝夕相处，亲密交流，这样良好的

亲子关系可以使孩子在与父母的情感互动与人际

沟通中，获得充分的爱和自我价值感。可令人遗

憾的是，很多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家，与父

母之间的沟通匮乏，彼此陌生，亲子关系因此受到

影响。平时双方的沟通主要通过电话，缺乏面对

面的的交流，父母对于孩子的内心世界、情感方面

关心得不够。即使双方一年半载见上一面，但由

于长期的分离生活，孩子对父母会感到很陌生，彼

此之间很难有普通人家亲子问的密切交流。很多

孩子因此感到很痛苦，思念父母却义感情无所寄

托，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在性格上

变得孤僻、自卑，甚至产生被抛弃感，与父母的关

系日益变得疏离。

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形态中，除了由父母

的一方抚养外，最常见的一般是由祖辈或是父母

的其他亲人和朋友监护管理。这种监护管理，虽

然在形式上满足了监护的条件，但实质上难以真

正起到监护的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很多隔代

监护人表示“照看孩子感到吃力”，有亲戚表示

“不乐意但没办法”，或“无所谓，只要父母给钱”，

“只照顾生活，别的不管”。在罗国芬的对农村留

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研究中指出，留守儿

童虽然长期与抚养自己的祖辈或其他亲属生活在

一起，但往往并不将这些亲人视为自己的家里人，

在被问及“家里几口人”时，他们认同的是以自己

为中心的出身家庭HJ。以上表明，这样的监护形

态，并不能给予孩子父母似的爱，因而难以弥补孩

子缺失的亲情。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在传统的社会中，亲情、

血缘关系发挥着有效的社会控制功能。家庭成员

通过日常的生活互动形成相互之问浓厚的亲情关

系，个体对家庭及其成员的情感依恋程度对个体

偏差和越轨行为的控制有重要作用。因为，“当

孩子在面临诱惑、或是在艰难的处境面前，父母就

能够出现在孩子的心中，会成为约束其不良行为

的内在力量。”【51缺少了家庭情感的有力支持，与

家庭传统的依恋也因此减弱，这些留守儿童就会

成为内心虚弱的个体，极需要到外界环境去寻求

温情，需要借助于其他的人、物或事情来寻求力

量。在此情况下，很多孩子容易受到外界的不良

因素影响而出现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二)无力的学校教育削弱了孩子对传统活

动的奉献和卷入

j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学校教育也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和谐的校园环境、良好的师生关

系可以帮助孩子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提升着自己

的能力，从而自我接纳、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尊

感获得极大的满足。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学

校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依恋感，愿意到学校中来，

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从而在学校和学生之

间建立一种坚固的社会纽带。孩子喜欢上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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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学业表现，并经常获得父母、学校老师的鼓励，

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欲就会很强。这种孩子一般不

会有犯罪的问题。

但是，目前的农村学校教育并未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一方面，和城市学校教育一样，在应试

教育的框架下，学校将精力都倾注在学习成绩好

的学生身上，而对于那学习基础差，又经常违纪的

学生，缺乏应有的关注。在这一部分学生中，留守

儿童占了相当的比重。他们由于父母不在，监护

人重养轻教，在学习上得不到有效的督促和引导，

自觉性较差，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

较差，因而在学校里备受忽视，成长过程中所必须

的自尊心、自信心无法形成和满足，造成自我价值

感无从确立。另一方面，农村学校由于经费和师

资力量的不足，办学条件受限，与儿童家长沟通渠

道不畅，客观上也影响了学校功能的正常发挥。

可见，学校育人功能减弱、师生关系趋淡，导致相

当部分的留守儿童在心理上疏离学校和教师。

为了获取情感的满足，很多孩子离开学校，以

小团伙的形态聚集在一起，涉足歌舞厅、网吧、赌

场等非传统的活动场所，并且获得彼此的认同、情

感的温暖和自尊的满足。可是，小团伙成员共有

的缺陷叫人知能力差，使得大家在一起缺乏是
非观念，法律意识淡漠，非常容易出现行为上的偏

离。也有些孩子在外面交往到了不良的群体，逐

渐习得不良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此慢慢地远

离学校，不爱学习，没有向上的目标，不良行为及

至违法犯罪行为便会因此形成。

(三)社会化的缺陷导致道德、法制意识淡

漠。自我控制乏力

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与环境的互动，

逐步形成着对世界、对他人、对自己的基本看法，

从而影响着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和行为的选择。儿

童早期的环境主要是家庭和学校。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父母的

言传身教、不知不觉中，在父母对孩子平日的唠唠

叨叨中，父母将社会的规则传递给了孩子，形成了

孩子内心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学校则是通过教学

计划的安排和教学内容的设计，有计划地将社会

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主流的价值观念教给

孩子，以帮助孩子顺利地完成他们的基本社会化。

但是，留守儿童家庭中父母长期的缺位，以及学校

教育的无力，使得这些孩子没有机会通过主流的

途径学习社会的规则，与同龄孩子相比，他们不懂

法律，理性思维能力较差，缺乏对行为后果的预见

力，对自己的未来缺乏思考，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

任。笔者曾经在看守所里和很多这样的儿童接触

过，发现他们对人生的最基本的道理，甚至是普通

孩子耳熟能详的话语，表现得一无所知，笔者对此

感到非常痛心。

因此，这些孩子在成长中只能以自发的、朴素

的、本能的方式理解着社会的人和事，没有父母榜

样的引导，没有系统的世界观、价值观建构，没有

正确全面的是非善恶标准，没有通透健康的人生

态度，加之自制力极差，非常容易在偏激情绪支配

下，在稀里糊涂中接受不良的或非主流文化的影

响，产生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有时甚至还不自知。

三、结语

赫西的社会控制理论指出，加强社会联系能

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

道，农村留守儿童普遍缺乏社会联系，有的缺乏某

一方面，如缺乏依恋，有的在依恋、奉献、参与、信

念的四个方面都缺乏，可以说社会联系完全断裂，

因此要做好预防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工作，关键是

要加强他们的社会联系，从根源上预防农村留守

儿童犯罪。

具体到实践中来，就是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

和外出父母之间沟通与联系，提高家庭的亲密度，

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加强农村留

守儿童与代理监护人、学校老师、村委会干部等之

间的联系，增进他们之间的情感，使农村留守儿童

在行为之前，心里能够在意他们的存在，从而不忍

心轻易地走向违法犯罪道路。学校要承担起教育

的重任，通过课堂、课外各种形式，培育起农村留

守儿童的信念，使他们对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产

生强烈的认同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

德观，从而在内心树起一道抵御违法犯罪行为的

屏障。同时，家庭和学校也应开展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丰富孩子们的闲暇生活，使他们没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对于已经辍

学在家的儿童，村委会应该为他们定期开展法制

培训，使他们能够知法懂法，尊重法律，能够在行

为之前权衡利弊，以免因无知无畏而轻易地以身

试法；此外，村委会也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些

孩子提供培训、就业的机会，使他们的精力能够消

耗在主流的社会活动中。

农村留守守儿童违法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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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问题，非一家理论所能涵盖，需要多理论的整合

和多学科的融人，才能有益于认识其本质。本研

究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期望通过对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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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Social Cont)rol Theory，the r∞earchers’“sual field of the theory wiU be fnherbmadened aIld tlle knowledge of law

breach by the children in the countryside谢u beⅡloIe stren垂hened so髂lo enrich t11e study of this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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