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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少年犯罪的處理來說…是比過去來得好，希望能夠走上福利矯

正的面向…從生態論來講，…環境因素大？還是個人行為受環境因素

所控制？……我們一直在分析他就是社會制度結構下的犧牲者，但是

我們處遇又只針對他!...這些內容你去看，是社會控制、社會控制喔!

還是透過我們協助他，協助家庭，用團隊的精神來做一些改變!...在觀

護、矯正、福利系統，我們對犯罪少年的『環境因素』，有多少改變

？…這是制度裡面欺負受害者，叫做『責備受害者』的制度嘛…只是

針對這個小孩子來做行為控制？監禁、安置、隔離，都只是社會控制

嘛…」（專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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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雖然我們知道事實上這

個聰明才智是社會所分配的，因為資質的不同是社

會的不平等所造成的。」（Bourdieu, 2002:71-72） 

 

  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意識型態 

一、大市場，小國家 

二、個人自由至上 & 消費價值文化 

三、經濟人、競爭法則與適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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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人=理性?or不理性? 

這
個
世
界
的
生
存
法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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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主題與理論架構 

少年犯罪控制政策 

的全球化之路 

不同世代的階級正義 

【成人階級v.s少年階級】 

少年犯罪理論的右派v.s左派 
【馬克思主義犯罪學】 

臺灣少年犯罪問題 

的跨世代政經分析 

本研究以「少年犯罪問題」為研究主題，採用

政治經濟分析，從治理的角度來探究「對貧窮人

口的社會排除」與「對犯罪人口的社會排除」兩

者間的關係，進行美英兩國少年犯罪治理意識與

策略的分析，對照臺灣的社經發展與治理體系，

藉此探討國家治理者對於「少年人口」（特別是

弱勢或低社經階級少年），在全球化脈絡下的犯

罪風險與國家力量的排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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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主題與理論架構 

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 

（始自1970年代 

政經遽變) 

少年犯罪問題論述 

階級財富與強權 

重犯罪控制.輕福利 

排除危險的底層階級 

個人歸因論述-犯罪性 

結構歸因論述-社會排除 

權力論述-階級不平等 
【成人階級v.s少年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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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罪問題的實質內涵，究是自身的犯罪性（criminality）？抑或社經結構影響？ 

◆在研究主題的擘畫上，我們將以美英兩國的新右派治理意識為主，結合犯罪學理論及研究的

相關論點，以少年人口為研究對象，探究國家治理者的治理意識是「保護？控制？或排除？」

。 

 

。 

 



二、研究方法-系譜學論述分析 

【制度性實踐/機構】 

  應用知識的方式 

（懲罰?控制?隔離?排除?

教育?保護?福利?......

） 

分析特定意義的經驗素材

: 

 ①立法政策、研究成果 

 ②《聯合報》1951至

2013年縱貫性報導文本 

 ③專家的口述歷史 

少年犯罪問題的【論述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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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譜學方法的論述分析 

（目的:反思「常規化」權力觀點及管制效果） 

（方式:不連續.個別的.局部批判.片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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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系譜學論述分析 

一、理論預設:反對總體化的理性歷史觀 

 Foucault質疑官方的、正統的歷史真實性，經由挖掘邊緣人口、底層人物的

非正統歷史，批判總體化的理性歷史觀 

 透過全新的視角思考「權力」在各種制度網絡的散佈位置而這些「權力」的

最終形式，將會被鉅型結構的國家或階級所收納（Best & Keller, 

1991/1994）。 

二、論述實踐及「權力/知識」觀點 

 經由製造意義和意識型態的浸淫，論述的客體在「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的過程被構成，例如: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經濟人」、適者生

存的競爭、不道德的窮人等。    

 特定的論述規則強制執行了理性或真實的規範（或謂「真理政權」），在這

些論述規則之外，則有被排斥和邊緣化的風險（Best & Keller, 

1991/1994:47、82）。 



三、研究成果 

新自由主義治理 美英少年犯罪治理的比較 臺灣少年犯罪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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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安全的背景 

◆新右派治理意識 

◆底層階級論調 

  -非難個人 

◆媒體-社群-政治 

◆國家親權與保護福利

主義的消逝 

◆政策的安全機制效應 

 

◆個人歸因論述 

「少年犯罪政治化」 

◆再現論述/道德懲罰意識 

   「社會不安全治理」 

◆權力論述/政經聯手剝削 

   「系統性排除」 

※ 消抹公民權利 

   與人性尊嚴! 

 

 

※ 1949-1970年處罰管訓時期 
  國家主權意識型態:  
    在國家不安全氛圍下的人口 
治理(成人對少年的壓制) 

 
※ 1971-1996年教罰並重時期 
  個人主義意識型態:  
    在經濟決定論、政治及社會抗爭
的社會不安全變動下的人口治理 

（用成人眼光去評價少年） 

 
※ 1997年迄今教養保護時期 

  自我主義意識型態:  
    在經濟不安全，以少年個體惟考

量的人口治理(生物權力) 

 



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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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安全的背景 

◆新右派治理意識 

◆底層階級論調 

  -非難個人 

◆媒體-社群-政治 

◆國家親權與保護福利

主義的消逝 

◆政策的安全機制效應 

 

※ 1997年迄今教養保護時期 

  自我主義意識型態:  
    在經濟不安全，以少年個體惟考

量的人口治理(生物權力) 

 

「聽話的孩子、用功讀書的學生」等，是臺灣社會延續傳統文化，對少

年的刻板印象，也是某種文化霸權的「框架」，認為每個少年都應該聽從

父母的安排，也應該遵從學校師長或上級者的指示，不順服者就是「偏差

者」，應該受到限制約束，以免破壞社會秩序的平和表象。 

「少年犯罪問題」是國家對少年人口的治理議題，也是檢視成人社會「

以何種方式」對待少年階級的挑戰。 

臺灣對少年人口以「兒童化」、「學生化」等形象建構，傾向利用家庭

與學校場域「控制」少年的偏差行為，以達「保護」少年的政治宣稱也具

有某種程度「責備被害者」的治理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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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罪治理的系統性整合】 

 警政體系-解除「政策效應」，回歸犯罪偵查 

 少年司法體系-「法官走出法院」＋議題研發倡導 

 少年矯正體系-處遇模式的「對外」推廣及呼籲 

〈一〉有為的「機構管理者」是影響處遇成敗的關鍵人物。 

〈二〉頻繁出入戒護區? →收容少年牙痛就診的時間 

〈三〉將少年視為「有價值的人」對待，對於少年的身心照顧及社會支持

各項需求，細部體驗問題所在，並且有智慧地引進資源、帶領工作團隊。 

當孩子成為殺人兇手，挪威與英國反應大不同!!!! 



我們正處在臺灣少年犯罪治理政策 

的轉變關鍵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CRC兒童權利公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臺灣成人社會 & 後現代少年群體的對話契機 

保護客體 
 

兒少權利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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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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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 

潛能 
接納+陪伴+等待 

從貧窮、犯罪與社會排除論少年犯罪問題之研究/卓雅苹 博士 

親
愛
的
孩
子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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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問題的理解與認定， 

會影響解決問題的策略。 

※「控制」少年犯罪= 政策效應 

※「保護」少年的手段是什麼? 

※「排除」犯罪少年的代價?!  

 



報告完畢 

懇請指導 

卓雅苹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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