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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

力犯罪的意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和司法行政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严格依法办理涉黑涉恶案件，取

得了显著成效。近期，不少地方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发现一些未

成年人被胁迫、利诱参与、实施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依法从严惩治

胁迫、教唆、引诱、欺骗等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根据

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实施下列行为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

1.胁迫、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

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2.拉拢、引诱、欺骗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

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3.招募、吸收、介绍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

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4.雇佣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5.其他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情形。

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



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

定认定。

（二）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从重处罚：

1.组织、指挥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奸、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

2.向未成年人传授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方法、技能、经验的；

3.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

4.为逃避法律追究，让未成年人自首、做虚假供述顶罪的；

5.利用留守儿童、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

6.利用多人或者多次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

7.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

8.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照料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未成年人

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9.其他利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

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从重处罚。对犯罪集团

的骨干成员，按照其组织、指挥的犯罪，从重处罚。

恶势力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对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纠集

者，恶势力共同犯罪中罪责严重的主犯，从重处罚。

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成员直接利用未成年人实

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从重处罚。

（四）有胁迫、教唆、引诱等利用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

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虽然未成年人并

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没有实际参与

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

力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纠集者、主犯和直接利用的成员，即便有自首、

立功、坦白等从轻减轻情节的，一般也不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五）被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利用，偶尔参与

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按其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定性，一般不

认定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成员。

二、严格依法办案，形成打击合力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协作

配合，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

各阶段，要全面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精神，及时查明利用未成年人的犯罪事

实，避免纠缠细枝末节。要加强对下指导，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

犯罪的重特大案件，可以单独或者联合挂牌督办。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和社

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层报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二）公安机关要注意发现涉黑涉恶案件中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线索，

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

依法收集、固定和运用证据，并可以就案件性质、收集证据和适用法律等

听取人民检察院意见建议。从严掌握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对利用

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纠集者、主犯和直接

利用的成员，应当依法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三）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立

案监督，发现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认为理

由不能成立的，应当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于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

势力犯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案件性质、收集证据和适用法律等提

出意见建议。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依法坚决批准逮捕，符合起诉条件的依

法坚决起诉。不批准逮捕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

侦查的，应当分别制作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写明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

理由、侦查方向、需要补充收集的证据及其证明作用等，送交公安机关开

展相关侦查补证活动。

（四）办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要将依法严惩与认罪

认罚从宽有机结合起来。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人民检察

院要考虑其利用未成年人的情节，向人民法院提出从严处罚的量刑建议。



对于虽然认罪，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犯罪性质恶劣、犯罪

手段残忍、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足以从宽处罚的，在提出量刑

建议时要依法从严从重。对被黑恶势力利用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愿如

实认罪、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的，应当依法提出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

（五）人民法院要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及时审判，

从严处罚。严格掌握缓刑、减刑、假释的适用，严格掌握暂予监外执行的

适用条件。依法运用财产刑、资格刑，最大限度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对于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应当依法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

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标本兼治

（一）认真落实边打边治边建要求，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深挖黑恶势

力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根源，剖析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漏洞，

及时预警预判，及时通报相关部门、提出加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建议，从

源头遏制黑恶势力向未成年人群体侵蚀蔓延。对被黑恶势力利用尚未实施

犯罪的未成年人，要配合有关部门及早发现、及时挽救。对实施黑恶势力

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要通过落实家庭监护、强化学校

教育管理、送入专门学校矫治、开，展社会化帮教等措施做好教育挽救和

犯罪预防工作。

（二）加强各职能部门协调联动，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被黑恶势力利用。

建立与共青团、妇联、教育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开展针对未成年

人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针对教职工的法治教育培训，教育引导未成年

人远离违法犯罪。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及时阻断未成年

人与黑恶势力的联系，防止未成年人被黑恶势力诱导利用。推动网信部门

开展专项治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加强与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的

联系，重视和发挥基层组织在预防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

施。

（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营

造良好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宣示、警醒、引领、示范作用，通

过以案释法，选择典型案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严惩利用未成年



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经验和做法，揭露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

的严重危害性。加强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法治教育，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多

发的地区、街道、社区等，强化未成年人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

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远离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