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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導覽僅係本中心為提供學術研究與政策參考，簡單摘譯外國文獻；如欲完整

理解文獻架構與內容，尚請讀者自行查找前述資料來源，為進一步研究。 

壹、本篇文獻簡介與相關理論前情提要 

目前研究大多僅關注社會影響對於偏差行為的交互作用隨時間推進的演變，

因為一般認為自我控制不會在青春期發生變化。然而近期研究指出，個人內在控

制也會隨著時間變化而累積。因此，本文研究犯罪行為的綜合動態模型，關注社

會影響和自我控制對青少年偏差的交互作用和時變效應。本文所指之社會影響為

父母及偏差同儕所帶來的影響，偏差行為除了刑法上的犯罪行為，也包含了逃學

等不良行為。 

貳、本篇文獻之文獻回顧脈絡 

一、 社會影響與偏差行為 

根據社會控制理論，與社會有高度連結的個體犯罪的機率較低。互動理論主

張社會低度連結之青少年更有可能犯下重罪、或持續犯罪，尤其在有偏差同儕群

體影響時。 

1. 不法行為會弱化青少年與父母連結，同時強化與偏差同儕之連結 

不法行為通常使親子關係變差，形成負面交互作用，而犯罪的青少年可能不

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因而會物以類聚。研究指出「青少年個人偏差行為」對於「加

入偏差同儕群體」的影響大於「偏差同儕群體」對於「青少年個人偏差行為」的

影響。 

2. 青少年時期父母與同儕的重要性會隨時間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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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時父母會給予兒女更多空間，加上孩子與同儕互動時間增多，兩者的

重要性會有所變換。初期到中期父母重要性降低，末期則因結婚或進入職場重要

性又增加，同儕重要性則相反。 

二、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 

低度自我控制是社會連結薄弱與行為偏差的原因，研究推論自我控制能力在

大約十歲時穩定，意味著父母等社會影響不再對個人的自我控制產生影響。不過

近期有證據指出，青春期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可能隨著時間、社會影響而改變，且

自我控制能力也與社會影響力交互作用。 

參、本篇文獻之研究設計與研究發現 

一、研究設計 

研究使用蘇黎世社會發展項目的研究資料，由 1675名於 2004年就讀小學一

年級、隨機抽樣於 56所蘇黎世小學的兒童，並定群追蹤七波的問卷（7、8、9、

11、13、15、17歲），作者將青春期 13、15、17歲三波訪問納入分析，最後共有

1197名受訪者樣本。 

本研究的偏差行為以 19個變項測量，包含逃學、竊盜、毒品交易、無照駕

駛等。同儕偏差行為的測量以受訪者朋友的日常行為與六項偏差行為做指標；父

母的連結則是以受訪者父母是否會與受訪者談論其同儕、有問題時是否會尋求幫

助、是否關心受訪者行為等為測量。最後，自我控制以受訪者的衝動性、自我中

心、風險尋求等衡量。 

以上三大變項：同儕偏差行為、與父母的連結，以及自我控制能力對於偏差

行為的影響、交互作用與時變關係，以自迴歸檢視各變項在不同時段的穩定性，

再以交叉延宕分析變項間如何互相影響，結合殘差進行統計分析。 

二、研究發現 

1. 偏差行為與社會影響的交互作用隨著時間而有所不同： 

「同儕」對於偏差行為有著最顯著的影響，但僅限於青春期的初期到中期。

「與父母的連結」在各時段皆與偏差行為無明顯相關。「個人偏差行為」對於同

儕偏差行為的影響並不因時間而有明顯改變，然而其對於父母介入的影響在 15

到 17歲明顯強於 13到 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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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控制能力與偏差行為的關聯隨著時間而有所不同： 

自我控制能力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在 15到 17歲時較 13到 15歲高。 

3. 自我控制能力與社會影響的交互作用隨著時間而有所不同： 

自我控制能力與同儕偏差行為只有在青春期晚期高度相關，對與父母的連結

則沒有顯著影響。父母的介入則明顯提高青少年時期的自我控制力。 

四、深入探討 

1. 社會影響—與父母的連結 

本篇研究並無足夠證據證明與父母的連結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推測有

幾個可能：其一、父母在子女較小的時候對偏差行為有較大影響，13歲後可能弱

化。其二、父母可能是間接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例如低落的自我控制能力、與

偏差同儕交往的選擇等。近期研究也確實指出父母的介入能使青少年子女顯著地

增加自我控制能力。 

2. 自我控制與社會影響的交互作用 

如同預期假設，高度自我控制大幅減少偏差行為，然而此現象僅限於 13至

15歲。與過去研究相反的是，自我控制能力在青春期仍會改變，原因為父母與同

儕的社會影響。其中，在自我控制與同儕連結彼此交互作用下，低自我控制的青

少年更容易與偏差同儕交往，隨後自我控制能力也因此降低。 

3. 社會回應與偏差同儕 

持續的偏差行受到社會回應相當程度的影響，有犯罪前科而被大眾貼標籤的

個體更難得到正當工作機會、翻轉身分，從而深化與偏差同儕的關係。 

肆、討論與回饋 

少年輔育院、觀護所之處遇成效向來存在爭論，2013年發生桃園少輔院的

買姓少年事件，至今仍是矯正機關不可承受之重。從本篇研究可看出自我控制能

力是影響青少年後期犯罪的一大因素，故評論人認為，「提升自我控制」似可納

入未來少年犯罪防治的研究策略。而本文作者所提到的：少年之處遇能否藉社會

影響來提升青少年之自我控制能力、在青春期初期父母影響力足夠時如何精進家

庭教育、處遇是否反而深化了行為人與偏差同儕之關係，往後又將如何使這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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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脫去偏差的標籤，重新復歸社會等議題，皆值得於第一線之實務工作者參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