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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伴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也日显突出。
面对严峻的现实，在采取刑罚措施遏制未成年人犯罪趋势上升的同时，更需要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和人
权予以有效保护，从而在根本上寻求有效遏制犯罪发生的长效机制。
长期以来，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作了很多探索，其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成年人犯罪与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分野，学界均已认识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是有区别的，在
刑事处遇上应该有差别。
其二，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必须更加重视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回归问题，因而，对未成年人犯罪的
刑事处遇更应特别地强调人性化和人权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制度研究》一书形成之前，作者已注意到了未成年人刑事法学研究趋势，并
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研究，作了不少积极的探索，发表了一些前期成果。
本书作者既是法学理论工作者，也是法律实务工作者，做过几年基层法院的法官和十几年的律师。
她利用参与法律制度实践的机会，广泛地收集材料，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刑事制度中的若干问题作了深
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这样一部观点鲜明、新见迭出的佳作。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制度研究》的第一篇“未成年人犯罪相关因素”，分析了家庭、教育、
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因素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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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以来，未成年人犯罪率普遍增长，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本书从未成年人犯罪相关因素的分析入手，探讨了家庭、教育、社会文化因素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
，进而阐释了未成年人若干刑事实体制度和刑事司法处遇程序，尤其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犯罪处罚措施、刑事司法处遇程序等若干前沿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对完善我国
有关立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读者对象：法学专业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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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柳颖，女，湖南衡阳人。
毕业于湘潭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南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事法学学科带头人，湖南省湘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湖南省衡阳市
犯罪学会常务理事，衡阳市法律专业水平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证据法学、律师制度与实务，先后在《现代法学》《法学杂志》《求索》《
社会科学辑刊》《时代法学》《法；台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
转载和摘录。
主持省级课题1项、厅级课题5项、其他课题6项。
论文成果获厅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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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在其完整性上，家庭结构可分为常态家庭和异常态家庭。
两种状态的家庭结构都可以从物理结构和心理结构两个角度去划分，比如说常态家庭又可以分解为物
理结构上的常态和心理结构上的常态。
物理结构上的常态家庭是指父、母、子女三全的家庭，这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结构中的完备性，
每个角色的成员均不缺位。
心理结构上的常态家庭是指家庭情感结构、家庭情感沟通不存在很多问题，家庭能在这样一种心理状
态下持续它的生命。
这两种结构上的常态家庭，子女一般都能得到父母的爱、家庭生活比较温暖并能获得正常的家庭教育
。
　　异常态家庭的情况与常态家庭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物理结构呈常态的家庭在心理结构上一
般也呈常态，物理结构异常的家庭在心理结构上通常也表现出非常态，笔者将两种层面上的异常态家
庭放在一起叙述。
　　经过日常的社会观察，异常态家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单亲家庭，指的是因为父母离
异或一方亡故或长期服刑只有一方与子女生活的家庭类型；（2）再婚家庭，指的是因父母离异或一
方亡故后再婚且与孩子共同居住的家庭类型；（3）父母双亡家庭，指的是因父母双亡，而与祖父母
或叔伯婶婶一起居住的家庭类型。
对青少年犯罪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三种家庭。
（4）留守家庭，是一种变相的非常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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