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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三卷，總第五十期，2000 N o. 4，1 1 73－1 1 81

預防青少年犯罪及其教育與宣傳
＊

梁偉強
＊ ＊

簡介

澳門治安警察局為了遏抑正日漸擴展之青少年犯罪，早於97年7月份開始，

針對性地採取了加強預防功能的青少年調查措施和警隊與學校間的聯絡官制度。對

於在公共街道及公眾場所發生的青少年犯罪，上述的措施及制度起到獲肯定的預防

作用。然而，上述措施亦無可避免地存在缺點，為了彌補其缺點和符合社會學家、

犯罪學家對青少年研究所作出的結論：解決青少年犯罪，必須以教育、輔導為主，

預防次之，澳門治安警察局近年亦不斷開展和推廣一系列的教育及宣傳工作，包括

預防青少年犯罪講座，以兒童為對象、目的為加強守法意識的交通安全常識講座和

交通安全城遊戲，為增加青少年與警隊問親和力而舉辦的宣傳活動和參觀訪問活

動等等。

一、淺析青少年犯罪的成因

＊本文為作者於2000年9月1 8日在第七屆學校安全會議上就《預防青少年犯罪及其教育與宣傳》

所發表的講話。

＊＊澳門治安警察局警司；治安警察局內部資訊、公共關係暨禮儀警司處處長

近年，青少年犯罪成為澳門的熱門話題，由輿論界、社會團體以至立法議員均

相繼提出呼籲、見解及意見。無可否認，青少年犯罪並不僅存於某一國度或某一地

域，而是全球性關切的問題。亦如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家、犯罪學家與實務工作者的

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解決青少年犯罪，必須以教育、輔導為主，預防次之。對於已

經作出偏差、觸犯法律行為的青少年，更加應當以教育及輔導雙管齊下，以引導該

等青少年融入社會。其中對教育及輔導起最重要作用的三元素：家庭、學校及社

會，更是影響人格發展的三個主因。三者之中，由於家庭為人格的發源地及公民之

主要培育場所，家庭因素之重要性遠超其他二者。家庭結構不完整（例如單親家

庭）、親子或夫妻關係欠缺和諧、家庭教育之取向不當等等，均直接影響到兒童、

少年的人格發展。此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各地區的青少年犯罪數字。學校既是一個

小社會，也是一個社會化的中介及灌輸知識的教育場所，教育制度是否能讓學生對

教育有歸屬感？老師對教育是否有投入感？師生之間的關係和學校與家庭之間的關

係是否和諧及互相配合？以至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感到是苦？是樂？均直接或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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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影響青少年是否因挫敗感而轉投入次文化圈子之中。社會方面，向以成年人的社

會模式為主導的社會狀況，往往由於對青少年的忽略而構成負面影響，其中包括無

需高等教育學歷及“少付出、多收獲”的投機活動（例如：炒賣樓宇、炒股票等）、

邊緣活動（例如：賭場疊碼）及其他犯罪活動（例如：放高利貸）。由於青少年一

般只看到別人的成果而察覺不到大部份是投機失敗者、邊緣活動危機者及因犯罪活

動而成為被捕者的結果，亦從而傾向不勞而獲，不惜冒險的心態。另一方面，不良

意識的傳媒對青少年的負面意識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包括廣告、宣傳單張、報

章、書刊、電視、電影、電台、鐳射光碟、國際聯網等媒體的內容將犯罪份子塑造

成英雄形象，把犯罪活動吹捧成英雄事蹟，將投機倒把的成功個案說成英雄典範，

把嘩眾取寵的暴力、色情事件作為精神主糧，一籃子般投入青年人單純的世界中，

直接向他們灌輸負面價值觀 。

然而，要不利於青少年人格發展的上述各種因素消失，就並非一朝一夕之事，

尤其是客觀因素所造成的事實（例如：因父母一方死亡而形成單親家庭）。那麼，

對青少年犯罪而言，教育及輔導工作則更顯重要。在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上，尤

其是在宣傳及教育方面，治安警察局又擔當了一個怎樣的角色？當中又採取了些什

麼措施？以下，且讓我們對過去一年青少年較多觸犯的罪案數字及治安警察局所採

取的措施作出剖析 。

二、預防青少年犯罪措施

根據治安警察局就99年7月至2000年6月期間（共1 2個月）所錄得的青少年

犯罪總數為208宗。其中傷害身體完整性罪有38宗、盜竊罪1 6宗、搶劫罪1 7宗、

盜用車輛罪30宗、無執照駕駛1 88宗以及其他罪行1 9宗（見圖表1 ）。而各案件

所牽涉的青少年作案人數有336人，當中絕大部份是男性。而青少年之受害者人數

有61 人，也是以男性為主 。

圖表 1 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零零年六月青少年犯罪之統計表

1 ．無執照駕駛只於重犯時才會被提交法院處理，初犯只會被罰款，但由於數字較高，為預防之效

果，特列入統計數字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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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警察局就上述各種罪案，針對性地採取了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該措施

主要是為了預防青少年較多觸犯的傷害身體完整性罪、搶劫罪、在公共街道上實施

之盜竊罪及其他罪行，例如損毀罪（毀壞公物）等向青少年實施調查，尤其針對午

夜後在街上或青少年聚集之地點流連的青少年，上述地點包括公園、巴士站、遊戲

機中心、青少年遊樂場所、卡拉OK林立的區域等地方。根據前治安警察廳廳長李

秉倫上校於九七年七月所簽發的一項指令，著令巡邏警員當發現上述地點有流連的

青少年時，向青少年查問在附近流連之原因，並勸喻其回家，倘未提供合理解釋或

拒絕提供解釋者，警員將會邀請其返回有關的警司處。倘有可疑亦會對之進行身體

搜查，以確定青少年是否身上藏有違禁武器或物品。如持有上述所指之武器或物

品，會按照法定程序送交兒童法院。反之，會立即聯絡青少年之父母／監護人到所

屬之警司處將兒女／被監護人接返回家，然後由當值警務人員寫一份簡單的報告作

為存檔之記錄。（該記錄並不等同刑事犯罪記錄，其目的只是方便跟進同一青少年

曾多次被調查的個案。）自99年7月至2000年6月共1 2個月內，治安警察局分別

由各個部門執行上述措施最少1 20次。該數字並不包括警員成功勸喻青少年歸家之

個案。被帶返警司處進行調查之青少年共計有354人，包括278名男性及76名女

性。其中以第二警司處轄下的區域（包括由第二警司處警員、特警及情報廳人員進

行之調查）被帶返調查的宗數及人數最多（見圖表2）。實施了上述措施後，如前

所述之大部份罪案均有所下降。關於傷害身體完整性罪方面，由98年7月至99年

6月的48宗個案，涉及54名青少年受害人及1 32名青少年作案人下降至99年7月

至2000年6月的38宗，涉及36名青少年受害人及1 09名青少年作案人。其他如

盜竊罪、搶劫罪亦由98年7月至99年6月分別為34宗及26宗下降至99年7月至

2000年6月分別為1 6宗及1 7宗，涉案之青少年受害人和作案人則分別由30人及

1 27人下降至分別為1 2人及70人（見圖表1 及圖表3） 。

圖 表 2 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零零年六月青少年接受調查之統計表

1175



圖表3 一九九八年七月至一九九九年六月青少年犯罪之統計表

然而，上述所指的措施雖具有優點，但亦無可避免地存在缺點。對青少年所作

的調查，其優點在於可以預防及制止青少年作出某些無預謀及無意識的偏差行為。

例如：因沈悶或不快而藉破壞公物發洩情緒；因其他青少年的不友善目光而引致的

打鬥等等。行為本身並無預謀（當然某些事件是有預謀的行為，例如：等候目標青

少年出現，然後加以襲擊）也未必有存心犯罪的意識，事情的發生只不過是一瞬間

的一念之差。但警員的巡邏加上對青少年的調查，可以防患於未然（對有預謀地等

候目標犯案的案件亦然）。另一方面，也讓青少年明白到有警察正在注意他們的舉

動及維護著他們的安全，以免受其他不良青少年的滋擾。但反過來說，該措施亦存

在某些缺點，包括客觀上無可避免的缺點和主觀上人為造成的缺陷。客觀上的缺點

就正如美國加州大學李瑪特先生（Edw in Lemart）於1 951年所提出的標籤理論。該

理論認為犯罪人行為是由刑事司法警察、法官、矯治人員貼上不良標籤而產生負

面反應結果。當一個青少年一旦被標籤為“犯罪青少年”、“犯罪者”、“問題少

年”等名詞後，該少年逐漸轉為偏差行為人之自我形象，以符合自我實現預言。

尤其是對深夜仍流連於街頭、衣著打扮前衛、抽煙、飲酒、滿口粗俗語言的青少

年，更易為巡警所注意。警員的注意可能對該等青少年構成負面影響，尤其是當警

員對青少年的街頭流連所作出的解釋抱有懷疑、不信任的態度時（而事實上青少年

很多時是難於解釋這種無意識的流連狀態），再加上警察的權威形象，令青少年在

被查問期間有無故被壓迫的感覺，會引致青少年對警察及法律的敵視，刺激起他們

對法律挑戰的動機，反而有弄巧成拙的現象 。

以下是筆者親自接觸的一個個案。某個夏夜，七名青少年（三男四女）因無法

解釋他們在街頭流連的原因，經警員勸喻回家，於離開後又再折返原處，最後被警

員帶到第一警司處進行上述所指之“調查”。當值的值班長亦按指引通知眾青少年

的父母到警司處將其子女接回家。在警司處期間，浮現了七張焦慮、惶恐的面孔及

帶有強烈敵視的目光。經一番耐心詢問後，一張張密封得像幕墻一樣的嘴巴方吐出

原因。原來，在他們的腦海中已經想像得出父母定會誤解他們是因為犯了事而被警

察抓住，即使要解釋，父母也不會相信，繼之而來的可能是一頓臭罵甚或捱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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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的大約三個多小時內，筆者及當值的值班長須不厭其煩的向青少年及他們的父

母逐一解釋，謂該“調查”目的是為了保護青少年，以免受其他人傷害。也預防

青少年由於一時的情緒亢奮，做出某些偏差行為。最後，青少年臉上的惶恐及眼

內的敵視目光，才得以一一消除。事實上，一個權威機關的形象某些時候反而容

易激化青少年的情緒，尤其是當青少年認為自己並沒有做錯的時候，情況會更加

惡劣。反之，倘以社工進行的交談式詢問，氣氛會顯得和諧得多，又能減低因敵

視而作出反叛行為的機率。至於所謂的主觀缺陷，主要是由於部份青少年的父母

／監護人到警司處將子女接返家時，當場質問當值警務人員：“為何將我的子女

帶返警司處？”，父母／監護人這種舉動，更凸顯了警察與青少年的對立面，當

中青少年的一方，加入了父母／監護人作後盾，這就更容易激起了青少年日後挑

戰警察、挑戰法紀的意識 。

要彌補上述缺點，可以透過社工與警察相互配合。由社工負責接近邊緣青少

年，以盡量洞悉他們的動向。透過交談、對話取得相互之間的信任，然後再加以輔

導。倘有任何偏差或者犯罪行為發生，可以立即通知警察，以採取措施“預防”

之。又或因應社工所知悉的情況，由警察實施某些措施以保護青少年的正常活動，

令青少年對社會增加安全感。該種以警察間接介入的方式，既可避免標籤效應的條

件反射，又可盡量避免因父母／監護人的“加入”而激化對立面。

但事實上，澳門現今正在面對嚴重缺乏外展社工對邊緣青少年加以輔導，以應

付急速發展的社會。尤其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青少年犯罪問題，對外展社工的需求

更加是刻不容緩。基於此情況下，警察目前似乎並不可能做到如上述所指的間接介

入方式，而有需要採取現行的直接介入方式。該方式雖然有違專家學者們的見解、

理論，但於當前境況下，希望可以多盡一分力量以預防青少年犯罪。

此外，自1 997年開始，治安警察局已設立了負責回應學校訴求的聯絡官制

度。具體由第一、第二、第三警司處，氹仔及機場警司處和交通廳等部門各委任兩

名警官擔任聯絡官。上述聯絡官的名單及資料會透過教育暨青年局分發到各校，作

用是當學校遇有任何交通、滋擾，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和黑社會入侵學校等問題時，

可以直接聯絡上述警官，以便迅速作出處理。至目前為止，效果理想，而關於黑社

會入侵學校方面，亦鮮有接獲校方舉報。與社團聯繫方面，本局一直以來均與區內

坊會舉行定期會晤，以了解區內的治安狀況，當然亦包括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的活

動地點和取向等問題，而相關的警司處亦會按照所取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和研究，並

採取相應的措施及分佈警力。

三、以守法為目標的預防青少年犯罪教育

澳門治安警察局除了在措施上進行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外，在教育及宣傳方

面的工作亦不斷加以開展。如1 998年及1 999年治安警察局派員提供的講座分別為

69次及34次。當中以青少年犯罪講座為主，佔約87％，其餘1 1 ％則屬交通安全

常識講座，1．4％屬家居安全（防盜）及0．6％屬其他類別的講座。其中應學校邀

請參與講座分別為36次（98年）及1 5次（99年），其餘33次（98年）及1 9次

（99年）屬應社團邀請而實施之講座。合共出席參與講座的人數分別為1 1，277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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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9人（見圖表4、圖表5及圖表6）2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在過往四年從舉

辦“預防青少年犯罪”講座的經驗所得，社會上普遍的心態均認為青少年犯罪講座

的對象只是青少年，與父母／監護人或校方無關。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因為，針對

不同身份的人士，講座的內容也會不同。例如對象是家長／監護人時，內容會偏重

於提醒家長們多著重與青少年的溝通及注意青少年的行為、語言、態度，以至衣

著、飾物和消費取向（子女是否不合理地擁有他們經濟能力不能負擔的名牌衣飾？

子女最近是否經常有不明來歷的金錢揮霍？等等）。此外，子女受滋擾或被強迫作

出犯罪行為時父母應該向子女表示怎麼樣的立場；如何處理以令子女能夠獲得安全

感等等一系列的內容，對象都是以家長／監護人為主。當講座對象是青少年時，內

容會偏重於以生動活潑的形式介紹青少年常見的犯罪類型、相應刑罰、犯罪對個人

前途以至一生的影響、黑社會招攬青少年加入的技倆及青少年遇到即時危險時的處

理方法等等。

圖表4 一九九八年講座次數及出席講座人數統計表

圖表5 一九九九年講座次數及出席講座人數統計表

圖表6 一九九九年各部門出席講座之統計表

2．1 999年度本局應邀實施之講座數字下降，估計是由於各社團及學校為籌備回歸慶典的各項活動

而導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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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透過講座的教育方式，最理想的是家長／監護人先參與針對他們所舉辦

的“預防青少年犯罪”講座，然後再陪同子女參加針對青少年所舉辦的同一課題講

座，效果會更加相得益彰。畢竟，家長與子女相處的時間會較多，最能適時地對子

女加以善誘。面對日趨複雜的青少年問題，家庭、學校、政府、社會等各方面的聯

手教育，實在是缺一不可的 。

若單從表面上來看，交通安全常識講座似乎與預防青少年犯罪並無關聯。然

而，倘以培養青少年尤其是兒童從小著重守法為出發點，潛移默化地令青少年尊重

法律、重視守法、確立崇高的公民意識。由此來看，灌輸交通安全常識的講座與預

防犯罪兩者之間，又必然地對上了號，因此，交通安全常識講座亦被治安警察局視

為重點教育項目之一。講座的一般對象是七歲以上在學的兒童／青少年。對於七歲

以下的兒童，由於理解能力不足，為了達致上述的目的，我們一般都會以交通安全

城遊戲取代講座。由小朋友在遊戲中分別擔任駕駛者、交通指導員及行人角色，以

寓遊戲於教育的方式，強化守法及交通安全的意識。至目前為止，申請進行交通安

全常識講座及交通安全城遊戲的學校日益增多，成績卓越。然而，在施行交通安全

教育的同時，必須提及家長在日常生活中所給予子女的反面教育，例如攜同子女違

規橫過馬路，均直接對正面教育工作造成巨大阻力 。

四、以宣傳配合預防工作

長期以來，治安警察局一直致力於宣傳警隊的形象。目的是拉近與市民之間的

距離。尤其是對於學生及青少年方面，我們更著重於增加彼此間的親和力，減低某

些不必要的誤解。一方面希望加強警民合作意識，另一方面希望減低青少年犯罪的

機率。在形象宣傳方面，警隊除了透過保安部隊本身所舉行的大型宣傳活動外（例

如：“保安部隊日”活動），亦經常與其他民間團體配合，舉辦一些既具教育意

義，又符合形象宣傳、增加親和力的活動。針對青少年而言，較典型的有“少年警

訊”活動。該活動包括參觀訪問各治安部隊，以了解部隊架構和運作、短期警校模

擬受訓、急救及集體活動等。這些活動所取得的效果顯著，且模式亦逐漸步向多樣

化。本年五月，治安警察局透過教育暨青年局的協調，向全澳各校開展了本局銀樂

隊到學校進行演奏的活動。目的除了推廣警隊的形象外，一方面宣傳及培養青少年

／兒童對音樂的興趣，另一方面亦希望透過音樂，讓青少年體會團結合作的精神。

該演奏活動每次需時約45分鐘，期間銀樂隊除為青少年／兒童演奏一些樂章外，

還會介紹銀樂隊中的各種樂器，以達致上述目的。該項活動得到大部份學校的支持

及參與，且目前正在不斷進行中，取得的效果令人滿意 。

除上述宣傳活動外，學校與社團到警局進行的參觀訪問，亦是本局推廣警隊形

象的重要形式。據治安警察局的統計數字，1 998年到訪參觀的學校共27所，參加

的學生人數共1 ，223名；社團共1 8個，參加的人數共378名，合共參觀次數為45

次，共1 ，601 人。1 999年到治安警察局參觀的學校共1 5所合計29次，參加的學

生共1 ，492名；社團共20個合計27次，人數共822名，總計參觀次數為56次，合

1179



共人數2，31 4人（見圖表7、圖表8及圖表9）3，上述的學校及社團分別參觀了交

通廳、警察學校、第二及第三警司處、出入境事務廳、特警隊（包括警犬隊）及行

動控制中心等各單位。警局藉著這些參觀訪問活動，向公眾及青少年介紹本局各部

門的架構和運作，一方面強化與市民的溝通和了解，以達致警民合作，另一方面亦

可藉此凝聚彼此問的親和力 。

圖 表 7 一九九八年參觀治安警察局統計表

圖表8 一九九九年參觀治安警察局統計表

圖表9 一九九九年參觀各部門的統計表

3．其中有若干學校參觀警局設施例如交通廳內之交通安全城，由於人數過多，曾將某些申請分散為

二至三天參觀，而統計數字則以每個申請為依據，故實際數字應略高於表面數字。

4．由於學校或社團在同一次參觀活動中參觀一個以上的部門，因此參觀部門的次數略高於參觀本局

次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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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的各項教育及宣傳活動，無疑可以給予青少年正面訊息，對預防青少

年犯罪亦肯定起直接或間接作用。因此，治安警察局近年不斷鼓勵學校、社團的積

極參與，期望在警民合作、預防犯罪等方面取得更大效果。展望將來，希望教育及

宣傳工作能夠邁向多元化，對象不僅是青少年及兒童，同時也會爭取以成年人為對

象，務求擴大覆蓋面及效果 。

五、結語

正如前面所述，青少年犯罪並不僅存於某一國度或某一地域，是全球性的問

題。而家庭、學校及社會是教育及輔導青少年的最重要的三元素。面對這個課題，

幾乎可說是“無人可以獨善其身”。今天的不在意，可能是明天的禍害。以下是筆

者在某個早上收聽澳門電台“澳門講場”時，聽到一位女士致電吐出的真情：“我

上週上班時行經下環街某處，發現有數名不良少年圍著一位學生，隱約間從學生惶

恐的臉上感覺到他受人欺侮，由於我正趕著上班，並沒有理會。怎知，昨天我的兒

子告訴我，他被數名不良少年滋擾，並勒索了零用錢，我現在心裡很害怕，我應該

怎麼辦呢？……”筆者至今仍難以理解，該名女士當時其實祇需花不到一分鐘的時

間致電999（電話亭致電999無需付費，不花分文）就可以幫助該名學生解困，為

何可以視若無睹，直至發現自家發生事時才感到問題嚴重。其實，祇要人人敢於挺

身而出，這種禍害自不降臨。看來，在預防青少年犯罪這個問題上，祇針對青少年

而展開工作，在方向上是有所錯誤的。除針對青少年外，針對成年人的社會責任取

向，針對家長／監護人對下一代的溝通、關注都離不開教育與宣傳，我們既要教育

下一代，也應同時教育上一代。這一點可以從鄰埠香港的宣傳短片，從教育、勸喻

青少年遠離罪惡、毒品轉向為引導家長、成年人多與青少年溝通、多加關注子女等

片段（例如：子女好與壞，在乎溝通與關懷），已經早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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