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少年參加幫派問題與防治作為
一、前言
　　幫派犯罪活動社會新聞總是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今年總統大選前台北市政

府警察局執行「靖城掃黑」，檢肅天道盟、竹聯幫及新北市角頭到案，掃蕩幫

派堂口，破獲各類不法案件，查獲槍械和毒品等。幫派為了擁有暴力作為犯罪

工具，必須吸收年輕成員加入幫派團體，擴張幫派規模與勢力，因此，年輕人

總是淪為幫派吸收利用的對象。去年暑假期間，台北市東湖地區發生約有二十

名青少年，聚集在東湖國小，手持西瓜刀跟棍棒武器，與敵對團體準備廝殺，

經到場員警鳴槍制止，警網支援，才將肇事青少年帶回偵訊。

　　美國人類學者布拉克與尼德霍夫(Block and Niederhoffer,1958)研究美國的幫派

指出，參加幫派是青少年獲得成人地位的奮鬥行為，當一個社會沒有為青少年

做充分準備使其達到成年，幫派團體就會產生，以滿足青少年的需要。為了瞭

解國內少年參加幫派的原因及活動情況，我持續的進行這個主題的學術調查研

究，茲將研究發現說明如下，以供參考：

二、第一次接觸幫派活動之年齡
　　國外的研究文獻指出，個人參加幫派的年齡最早發生在兒童時期，而在青

春期則更為明顯。我個人調查307名幫派少年第一次接觸幫派的年齡發現，11歲

之前接觸幫派者占11.6%，12至15歲者占70.7%，16歲以上者占12.4%，顯示國內

幫派少年第一次接觸幫派的年齡甚早，在小學階段已有明顯的比例，而到國中

年齡則情況更加顯著。依照犯罪學的研究，愈早發生偏差行為的個人，未來偏

差行為發展愈嚴重，比較可能成為累再犯。

三、接觸幫派活動之管道
　　參加幫派是一種接觸學習行為，少年接觸幫派活動管道最主要是受到朋友

與同學的引介，主要包括：幫派的朋友、國中小同學同儕，經由同儕團體的引

領，在生活中逐漸接觸幫派活動，結交幫派團體成員；此外，亦有少數個案是

受到家庭中父親與兄弟參加幫派的不良影響，接觸參與幫派活動。

四、少年參加幫派之動機
　　從犯罪學的觀點分析，少年參加動機多元，但可歸類成「工具性動機」與

「表達性動機」二種。所謂「工具性動機」係指具有某種功利性之目的，例

如：追求金錢、受到幫派保護、發展個人犯罪事業；而「表達性動機」則係指

個人情緒慾望發洩，包括：認同幫派、幫派歸屬感、好奇好玩、追求刺激、獲

得友情、受到同儕認同、崇拜英雄主義等。我個人的調查發現，國內少年之

「表達性動機」明顯高於「工具性動機」，顯示出少年純真的一面，但卻又缺

乏法治觀念。

五、少年從事幫派活動
　　青少年幫派份子整天群聚到底在做些什麼事呢？依據我個人的研究發現，

幫派大多數的活動都是偏差行為與狂歡玩樂，例如打架、飆車、撞球、喝酒、

涉足色情場所，但犯罪行為也相當明顯，例如吸毒、販毒、賭博、圍勢、詐

欺、恐嚇取財、討債、持有槍械等。詳細區分幫派的活動類型，則可以區分成

七種，包括：暴力犯罪、毒品犯罪、非法賺錢活動、偏差行為、一般性幫派活

動、玩樂活動、一般賺錢活動等。

六、防治少年參加幫派之作為
1.厲行警察機關檢肅作為

　　警察機關檢肅幫派組織與幫派犯罪活動，可以有效壓制幫派發展與嚇阻幫

派活動，警察機關可以根據幫派根植地盤的特性與犯罪活動的類型，規劃專案

勤務，取締檢肅。研究發現從個別的犯罪事件，或列管的幫派個案，往往可以

發現幫派的行蹤與活動，警察機關的強力掃蕩，特別對於小規模的幫派組合，

深具有效打擊瓦解組織效果，藉以防止幫派吸收少年新血。

2.強化家庭與學校的社會控制

　　少年時期仍以家庭生活為主，家庭結構與功能的缺陷，才會使少年游離家

庭之外，而將幫派視為一個替代性家庭。家庭的缺陷也直接影響到少年在學校

的適應，當少年與家庭學校漸行漸遠，幫派終將取而代之。少年參加幫派的現

象可以說是家庭與學校問題的反映。因此，健全家庭與學校的社會控制功能，

是最重要的治本之道。

3.強化少輔會輔導平台

　　少輔會具有專業社工人員，處理少年偏差個案輔導，更能協調社區資源與

相關局處專業，共同針對少年犯罪問題，進行個案處理與區域防治推展。少輔

會多年來的發展，累積得到珍貴的專業經驗，持續強化專業個案輔導平台功

能，協調社區中的公私部門專業與資源，以問題導向警政的觀念，輔以社工資

源盤點的作法，推展犯罪防治方案與活動，對於防止少年參加幫派或參與幫派

活動，將具有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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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在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屬青春期階段，此

階段少年發展任務為自我統整(認同)，少年在尋求

同儕之肯定與歸屬感過程，更需成人之接納與關

懷，使其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

　　少年參與幫派活動，首先源自父母親管教態

度放任或嚴苛，引發親子關係淡薄或對立，致使

少年遊離於家庭控制之外；同時，對學校學習缺

乏興趣，導致發生曠課、逃學與中輟行為。最

後，幫派趁虛而入，扮演替代家庭角色，提供青

少年同儕心理支持或生活支柱。

　　在輔導實務工作中，少年參加幫派的管道最

主要是平時就和幫派玩在一起，其次是同學或校

外朋友介紹入幫，顯見校內外同儕團體對於青少

年入幫的影響力強大。若不幸加入幫派組織則影

響少年產生偏差的價值觀及非行行為出現，甚至

將觸法犯罪都視為義氣相挺的錯誤價值觀。

　　本期特邀國內研究幫派權威解析少年參加幫

派問題與防治作為，破解少年加入幫派的迷思，

認識少年為何要加入幫派或幫派所從事的犯罪活

動，讓父母更有智慧面對幫派對於少年的吸引力

與影響，一起防制少年加入幫派，成為孩子的後

盾、找回孩子心靈的歸屬感。內容精采又活潑生

動，請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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