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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罪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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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显示，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最关注的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第二代城市移民有着密切
联系。第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罪问题是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直接影响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根据其产生违法犯罪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加强学校教育、改善家庭教育、
发挥社区作用、建立登记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作用等一系列的措施对第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
罪问题进行防控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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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第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罪越来越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的违法犯罪问题是司
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直接影响社会
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北
京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的“百万群众大走访”问卷
调查显示，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最关注的八类问
题依次是：黑车、黑摩的、散发小广告、拎包扒
窃、洒后驾车、流浪乞讨、犬类管理、无照游
商。群众关注的上述问题，无不与第二代城市移
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本文所指的第二代城
市移民，是指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从农村
来到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务工，他们
要么出生在大城市，要么从小被父母带到大城
市。他们虽然户籍仍在农村，但与传统的农业、
农村、农民相脱离，是非户籍意义上城市中的一
份子。他们是远离农村环境和农业文化的农民的
第二代，既是农民，又非农民，他们与父辈体验
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着城市的价值观念
和行为准则，但又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人，
被称作“处于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分割体制的矛盾
之中的城市边缘人群”。第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
罪主体在年龄、职业、从事犯罪类型等方面具有
其独有的特征，犯罪原因与特定的身份、所处的
环境、所受的教育等密切相关。由于文化程度、
成长环境、犯罪经历等原因，这一群体极易因为
在城市成长过程中屡遭挫折而产生强烈的不满、
怨恨、仇富等心理，并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予
以宣泄，也可能在初次犯罪成功后，因犯罪心理
受到强化而走向职业化犯罪道路，因此应当引起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加强第二代城市移
民违法犯罪防控问题的研究，是减少发案，维护
治安稳定，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促进
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因此有重要意义。

一、第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罪主体特点
（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由于教育机会不均等、费用负担不合理、资

源占有差异大等原因，第二代城市移民接受九年
制义务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加之父母对教
育的认识程度不同、工作繁忙疏于管教引导等多
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同龄的城市人
相比普遍不高。

（二）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
由于父母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技术含量较低

的体力劳动或知识成分较低的商业活动，劳动时
间较长，工资收入相对较低，而且工资常常不能
按时足额发放，所以其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不够富
裕，有的甚至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奔波。

（三）居留方式不稳定
第二代城市移民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根，他

们不是在城市与乡村迁徙的“候鸟”，他们可能
是不同城市的“过客”，即使在一座城市内，由
于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拆迁等原因不断从一个
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四）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缘心理”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第二代”群体

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小就出生并生活在城市或城
郊，他们对城市生活较为向往，融入现代城市生
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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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
（五）对工作的期望值较高
比起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第二代城市移民缺

乏父辈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生活在边缘和
底层，但却看不上脏、苦、累的工作。他们的父
辈是各个乡村和小镇最具有进取精神的人，能够
接受现实，通过勤俭节约改变现状，而他们却不
是。他们对职业期待较高，但综合素质和竞争能
力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心理落差。尽管找不到好的工作，但他们也不
愿返回家乡，而是继续在城市寻找机会。他们既
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
系之外，很容易成为社会游民。

二、第二代城市移民产生违法犯罪活动的原因
（一）所受教育有限
一是受教育权难以得到保障。当前，大批涌

进城里的农民，已不仅仅是一个出卖劳动力的集
合体，也是一个渴求享受正常家庭生活、渴求子
女受到良好教育，有着正常需求的新移民群体。
但城乡分割的体制、教育上的壁垒又把他们排斥
在城市应有的教育保障体系之外。虽然2002年4月
19日北京市教委就宣布，从同年9月1日起，外来
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可以缓交或减免借读费就近入
学，但绝大多数无固定工作的打工者根本无法拿
到务工证等就业证明，更没有自己联系学校的活
动能力。

二是打工子弟学校环境较差。目前大部分进
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但仍有相
当一部分学生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因为进城务
工农民子女主要分布在城乡结合部，而这些地方
公办学校往往难以辐射到，这就为民工子弟学校
提供了生存空间，在城乡结合部出现了为数不少
的民工子弟学校，招收了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就
业农民的子女。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条件和
师资水平相对较差，教师的流动性很大，教育内
容不完善。

三是流动性大导致辍学。第二代城市移民由
于跟随父母外出打工，既可能流动于不同城市，
也可能在一个城市内由于拆迁等原因不断流动，
近四成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换过4所以上的学校，
由此导致辍学率相对较高。据调查，辍学或未能
入学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高出在校生的十多
倍。

四是适应能力差。第二代城市移民随父母进
城打工而被迫转到新学校，在与老师、同学的相
处和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适应上都会产生
一系列问题。一个亟需人们警惕的现象是，第二
代城市移民已经感到了城市孩子与自己的差别，

既在内心世界中察觉到社会差别造成的不平等，
也逐渐加深了他们的被歧视感，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其学习效果和个性心理的正常发展。

（二）缺乏足够的家庭教育
不良的家庭教育模式和教育方式会导致个体

得不到正常的社会化，从而导致青少年容易形成
反社会人格，并可能因此常常处于与社会对立状
态，这就极易形成犯罪心理。第二代城市移民父
辈们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所从事的职业劳动时
间相对较长，他们往往无暇全面地关心孩子的成
长与发展，缺乏与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时间，
对孩子疏于管理和教育。有些家长虽然意识到教
育的重要性，但却缺乏应有的教育艺术和方法，
对孩子的功课辅导也只能给予非常有限的指导。
海淀区人民法院向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100名
少年犯的问卷调查显示，这些少年犯的家长对孩
子的期望值很高，但对孩子成长规律的了解和科
学教子的方法却跟不上。总之，由于父辈时间、
精力等方面的原因，极易导致第二代城市移民被
放任自流，不能接受较好的家庭教育，一旦受到
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和诱惑时，极易产生疯狂的
举动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自身不良心理因素
一是存在自卑、怨恨、仇富、逆反等心理。

第二代城市移民在城市犯罪率上升有各种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获得对城市的“文化认
同”。作为城市结构的新生组成部分，他们不仅
仅是在生存意义上融入城市，更在自我认同、生
存方式乃至价值观等方面都试图融入城市。但作
为农民工的子女，他们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与城
市居民的不平等地位，父辈的农民工身份几乎
“理所当然”地延续到了第二代。但是，同父辈
相比，他们的诉求更高，他们与父辈们有着不同
的参照物。父辈们觉得能够在比农村生活条件好
的城市生存下来，就满足了，而他们却以有城市
户口的同龄人作为参照物。在城市，农民工家庭
仍然是绝对的以及相对的低收入家庭，第二代城
市移民试图融入城市，但屡屡受挫，让这一群体
存在着较为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了自卑、怨
恨、仇富等等不良心理。由于物质生活条件较
差，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极
易走上犯罪道路。

二是存在侥幸心理。由于年龄的原因，多
数第二代城市移民在作案被抓获时不负刑事责任
或裁决行政拘留不执行，违法犯罪活动未能受到
处理；有的多次作案后公安机关未能将他们纳入
视线，这无形中增强了他们的侥幸心理，助长了
他们的犯罪胆量。第二代城市移民犯罪嫌疑人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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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在一次抢劫得手后，在网吧网上聊天时公然
叫嚣“不要怕，公安局抓不到咱们。”宋某某于
2008年9月因盗窃被裁决行政拘留不执行，其后
一个月内，又伙同他人连续作案六起，盗窃现金
1000余元，笔记本电脑一台，获销赃款2500元。

（四）小群体意识容易形成团伙
第二代城市移民具有较强的小群体意识。相

同的境遇与类似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对自己身份
的一致性产生了认同，也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群体
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形成一种向心力，使他们的
交往、沟通更多地局限于同乡之间，从同乡中寻
找精神的归属、依托和认同感。从他们在城市间
流动、务工的经历来看，他们大都是通过同乡介
绍找到工作或相互认识，平时交往的圈子也多限
于同龄的老乡之间，他们往往逃避城市的生活方
式、社会观念、人际关系等文化变迁给他们造成
的心理冲突。由于第二代城市移民年龄较轻，缺
少社会经验，独立生活能力较低，在平时的交往
中，往往以老乡、兄弟等名义混在一起，而在这
个小群体中往往又会产生一两个“权威”、“中
心”人物。小群体中的权威人物，在沾染上不良
习气后，又会迅速地将其传染给他人，形成连锁
反应。在此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达成“共识”和
默契，并最终导致一人斗殴即“同仇敌忾”，共
同犯罪。正如一个抢劫犯所说，“当时有一个朋
友提议说去抢劫，如果不去，朋友会说你不够义
气，不够朋友，去的话马上就有钱花，想来想去
就决定和他一起去抢了。”

 （五）治安管理存在滞后现象
近年来，第二代城市移民群体日益扩大，

客观上已经对社会治安秩序构成一定的威胁，但
公安机关的日常管理工作尚未能完全适应形势的
这种变化。其一，派出所在对第二代城市移民的
管理上存在一定困难，尚无法将其纳入日常工作
视线，因为他们或者没有办理过身份证，或者由
于超生根本无法办理身份证，因而无法从办理暂
住证的角度进行登记管理。派出所对其中染有不
良习气、低龄辍学、结伙在社会上游荡的人员不
能全部纳入管理视线，从而形成了日常管控的盲
区；其二，民警在巡逻盘查等日常工作中，常常
会忽略第二代城市移民中的未成年人，极少对他
们进行盘问检查；有些侦查人员在刑事案件的侦
查中，工作视线和工作重点往往也忽略未成年人
作案的可能性；其三，派出所尚未将打工子弟学
校纳入中小学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民警与打
工子弟学校负责人的沟通少，对那些有一定不良
行为或劣迹、与校外顽劣青少年交往较深、经常
旷课乃至辍学的未成年流动人口情况不甚了解。 

（六）网吧管理存在漏洞
调查显示，第二代城市移民中团伙违法犯

罪成员多在网吧或者通过网吧结识，这与网吧管
理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
场所，并应当在营业场所入口处的显著位置悬挂
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每日营业时间限于８时至24
时，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
对、登记，并记录有关上网信息。然而从现实情
况看，有些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受
经济利益的驱使，并未依条例规定对上网人员进
行登记，更是允许未成年人进入，24小时营业，
容留上网人员长期在网吧吃、住，由此带来一些
未成年人夜不归宿的现象，网吧逐步成为违法犯
罪人员藏身之地。一些第二代城市移民辍学在家
无所事事，甚至24小时泡在网吧中。从讯问情况
看，有的犯罪嫌疑人经常出入网吧，团伙成员就
是在网吧上网时结识的，网吧管理员通常不按照
要求登记，即使是团伙中年仅15岁的成员在有些
网吧上网时都没有登记。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地
区，存在的大量无照“黑”网吧，给这些无业青
少年聚集，甚至犯罪提供了更加隐蔽的处所。

三、第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罪的防控对策
（一）加强学校教育 
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父
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
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
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
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这标志着第二代城市移民公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提上了法律层面，转变成一个以法律为依据的政
府行为。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和教育部门为了认
真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高度重视第二代城市移
民义务教育，大力加强了有关制度建设，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做好第二代城市移民公平接受教育的
法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明确要求，政府要
坚持以流入地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原
则，切实担负起统筹安排第二代城市移民接受义
务教育的责任，并明确了教育、财政、编制、劳
动等部门和社区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
育工作中的职责。这表明第二代城市移民的教育
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些强有力
的措施保证这一特殊群体受教育的权利。但目前
仍存在教育机会不均等、费用负担不合理、资源
占有差异大等问题，需要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
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放开城市公办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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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第二代城市移民入学等制度作为保障，从而
提高第二代城市移民受教育水平，提升就业技能。

（二）改善家庭教育
家庭功能的健全发挥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基本条件，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保障青少年以后树
立良好人格，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先导。父母
的言行举止将在未成年子女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烙
印。家庭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石，家长的素质
如何，教育方法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
心理素质。第二代城市移民父辈的文化程度相对
较低，他们往往缺乏科学的教育方法和理念，所
以他们可以通过“家长学校”来获取相关的家教
知识，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和他们谈心，倾听
他们的烦恼，化解他们的忧虑，以文明的谈吐举
止、乐观的态度、进取的精神感染子女，尊重孩
子的人格，多鼓励，提高孩子的上进心、自信
心，使他们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成为对社会有
用之人。

（三）重视社区作用
研究表明，人的发展是依赖个人与周围环境

发生作用而慢慢建构起来的，因此应当充分认识
到周围环境对第二代城市移民成长的重要作用。
首先，以外来人员聚居的社区为依托，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严厉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维护社
会稳定，保障第二代城市移民有一个和谐、健康
的生存与成长空间。经常邀请有关部门进行普法
等知识的宣传，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其次，增
加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交流，减少因
感觉受歧视而形成的对立、仇视情绪。同时，建
立第二代城市移民心理、生理咨询机构，既可以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同时也是防止其违法犯罪的
有效措施。再次，为了提高外来务工家长的素
质，为第二代城市移民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家
庭环境，社区可以成立家庭教育学校，广泛深入
普及家教知识。最后，为了解决孩子放学后，家
长因工作不能回家照顾孩子的问题，组织离退休
老师、老干部等社区居民，将放学的孩子集中在
一起活动，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也避免第二代
城市移民闲散脱管的问题。

（四）建立登记管理制度
“目前，0～16周岁的流动人口子女尚未纳入

流动人口登记系统。由于流动性大、居住地不固
定，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包括法制教育受到一
定的制约，特别是随着流动人口的增长，流动人
口子女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问题更为突出。”[1]

为了及时掌握第二代城市移民的数量、人员构成

结构、就学状况、教育需求等信息，建议政府有
关部门尽快建立对第二代城市移民的登记管理制
度，实现对这类人群的科学管理，考虑到第二代
城市移民移动性大的特点，可以加强各地之间人
员数据的共享，使政府能够准确了解第二代城市
移民的各方面情况，为解决第二代城市移民就学
和制订法制、教育规划等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五）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作用
一是加强法制教育。公安机关要主动联系未

成年流动人口集中求学的打工子弟学校，①每所
学校要确定一名社区民警担任法制辅导员，定期
对学校进行法制教育，既要求老师讲，也由民警
亲自讲，多举身边鲜活的案例，以案说理，以情
感人，使在校法制宣传真正触动人、教育人。对
来自同一地区相对集中的流动人口，要主动与他
们的原籍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经常沟通，熟悉当
地的风土人情，带着感情去宣传，带着热情去服
务，加强亲情化管理，要教育未成年流动人口自
觉建立思想防线，远离犯罪，使他们不想犯罪，
自食其力，劳动致富。

二是深化管理措施。派出所对管辖区内打
工子弟学校要逐一登记，摸清底数，坚持日常性
安全检查，重点摸清有学不上、有家不回、结伙
游荡的中学生和辍学生。要完善和落实责令管教
制度，对不执行行政拘留和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
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有关部门决定依法对他们
责令管教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暂住地派出所，派
出所应在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谈话教育，责
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并及时报告被监护人的异常动
态。暂住地社区民警要经常与监护人沟通，应将
其纳入工作范围进行日常管理，并向户籍地公安
机关通报相关情况。

三是强化阵地控制。公安机关应针对打工子
弟学校一般地理位置偏僻，不法行为很难被发现
的实际情况，切实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周边环境
的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强对网吧、游戏机房和录
像厅等娱乐场所的管理，禁止校园周围200米范围
内设立网吧等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要与
相关部门加强横向联系，共同做好网吧的阵地控
制工作；要依法取缔校园周边兜售非法出版物的
游商和无证照摊点、非法经营的小卖部、饮食摊
点，努力改善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及时发现和
打击扰乱学校秩序和侵害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
违法和犯罪行为，为学校法制教育创造良好的校
内外环境。

四是注重打击效果。第二代城市移民多处于

①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逐步向本区内以外地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选派“法制校长”，加强对外地来京未成年人的法制教

育。参见《未成年犯罪 二代“移民” 占七成》，载于《北京青年报》2008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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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rvey shows tha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problems concerned with the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urban migrants. The crime committed by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urban migrants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s in justice practice, which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order and people's comment on security and satisfaction. A series of targeted measures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urban migrants fo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auses of the crim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chool education, improving family education, bringing the ro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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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丽华，张  方，里程遥：第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罪防控对策

青春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
键时期，他们往往法制观念淡薄，对自己行为的
后果缺乏足够的认识，盲从“权威”的号召，有
时在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法
途径时，就会采用不合法的方式去“讨公道”，
由此走上犯罪道路，这就需要办案民警在打击第
二代城市移民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在具体适
用讯问、询问等侦查措施时，在查明案件事实真
相的同时，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严格规范执法程

序，依法保障法律赋予其的申诉权、控告权、律
师帮助权等权利，使其在了解自身行为的性质、
危害，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基础上，取得刑罚的预
期效果，为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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