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司法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建设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是向成人司法

制度的观念、做法的一大挑战。在我国，至今还无完

整的少年司法制度，所以构建完整的少年司法制度

是我国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

少年司法制度渊源于古罗马的国家亲权学说，

该学说强调国家和政府应对全体少年儿童承担起保

护与教育的职责。其基本理念是“国家是少年儿童的

最高监护人”。!"年代美国就制定并建立了独立于成

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自成体系的少年司法制度，包

括从对少年事件的提起、收押、拘留、起诉与审理、裁

决、矫治、撤销裁决、出狱后辅导等一套完整的程序。

在日本，与犯罪有关的少年事件都由少年法院来调

整，但#$周岁以下少年属儿童福利法管辖，因此，在

一般情况下少年法院不能受理#$周岁以下儿童的案

件，只有当这些案件由都、道、府、县知事或儿童相谈

所所长移送时，少年法院才能受理。世界许多国家都

设有专门处理少年事件的机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在这里少年法院可以说是少年事件性质的鉴别机

构，由于它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少年的权利受到了

较好的保护。而在我国不论是不满#$周岁还是已满

#$周岁未满#%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有违法行为进少年

管教所或“工读”学校的，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这是

一种未经审判而作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少年的合

法权利容易受到侵害，因此，在我国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少年司法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实际是指少年刑事司

法制度，是指对已满#$周岁未满#%周岁的人所实施

的刑事犯罪案件审理的一种专门制度。改革开放后，

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是#&%$年上海市长宁区少年法

院所建，标志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萌芽。#&&#年&月

$日我国颁布了《未成人保护法》，#&&&年!月’%日又

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标志着我国未成年

司法制度的建立，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操作规定，使

这两部法律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护，在目前程

序运作、对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如何适用刑罚等司法

实践中，仅仅是一些司法解释、通知及刑事政策，由

于层次较低还只停留在参照成人法律的基础上，没

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一、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目的和重点

建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的目的是预防重犯，

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尽量减少和消除导致少年违

法犯罪发生的各种因素，保护未成年人；建立少年司

法制度的重点是建立正当的少年司法程序。所谓正

当的司法程序，是针对非刑事事件的处理是否需要

严格的司法程序这一问题提出的，正当司法程序肯

定了非刑事事件的正当程序要求，且为世界大多数

国家的司法制度所认可，尤其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

严格以正当程序处理少年事件是各国少年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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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遵循的原则。这种正当性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

的基本要求，是文明社会发展、保护人权包括保护儿

童权利的需要。针对不同性质的少年事件的司法制

度以及针对不同性质少年事件而设置的管辖机关，

是少年事件能够及时得以处置的基本条件，也是完

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标准。从治理青少年犯罪

到保护青少年的理念转变要求相应司法制度的变

化，所以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要求对成人司法模式

的突破，显现出少年司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二、建立少年司法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一）双向保护原则

!"#$年，联合国大会第%&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

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确立了双向保护原

则，双向保护原则是指在少年司法过程中，既要保护

社会秩序的安定，又要保护少年犯罪人的权利，把两

者有机统一起来。双向保护原则要求将少年司法视

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的手

段，被誉为少年司法制度的第二次飞跃，使少年司法

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预防犯罪的刑罚宗旨得到了和

谐的统一。其内容包含：!、处于犯罪边缘的不定罪；

’、可重判可轻判的轻判：(、尽量适用非监禁刑；%、保

护少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由于已满!%岁不满!)岁

的少年刑事犯罪主要是严打的重点犯罪，导致在实

践中对双向保护职能的理解出现偏差，司法机关面

对严打从重从快方针和少年刑事司法“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方针的适用在选择上出现矛盾，双向保护职

能执行不力。笔者认为，严打从重从快的刑罚原则不

能适用于少年刑事案件，理由是：首先，严打方针是

针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提出的，其初衷在于

突出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其次，青少年辨别能力

差，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对其作用不如成年人。再

次，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相对于刑法而言是特别规定，特别规定应优于普通

规定。

（二）“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原则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精神提出的儿

童最大利益原则，提倡“价值底线教育”，凡涉及儿童

事宜，一切从有利于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为首要

考虑。对少年犯的教育改造是一项特殊教育，既属于

教育的范畴，又是执行刑罚的过程，就是说少年司法

审判要突出“教育”的作用，要注重消除未成年人的

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采取多层保护教育措施，按严

重、较轻、轻微违法和具有不良倾向区别教育对判处

监禁刑的少年犯。少年犯管教所在教育内容上应进

行法制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保证其完成义务教育，

还要针对不同的犯罪进行个别教育。对免予刑事处

罚、判处非监禁刑、宣告缓刑、假释等少年犯，要加强

帮教。笔者认为，义工制是教育少年犯的行之有效的

方法。但目前我国法律尚无规定，我们可以通过地方

立法来补足。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权观念的日益深

入人心，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未成年犯作为一类特殊的犯罪群体，其权利保护更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三、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机制活力不足

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两大特征我国尚不具备，

即独立的少年刑事立法和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对

少年违法犯罪的处置分别由教育、公安、法院三单位

行使，形成鼎足而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少年刑事司

法职能上，公、检、法、还局限于办理刑事案件上的分

工配合，没有牵头机关，缺乏动力机制，“教育、感化、

挽救”方针的贯彻不够到位。

（二）立法方面的缺陷与不足

!、实体法的不足。在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

处罚适用的是与成年人共同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对未成年人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的规定则

散见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劳动教养法》、《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等，不仅规定的少，而且不成体系，

造成少年刑事诉讼权利保护不足，在侦查、起诉、审

判中袭用成年人制度。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的未成年

人立法还有一定差距。例如日本对少年司法制度有

较完备的法律规定，制定有《少年法》、《少年审判规

则》、《儿童福利法》等。

’、程序法的不足。没有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对待

少年刑事案件基层公安、检察机关没有设立专门的

少年刑事案件侦查、起诉机构，侦查和审查起诉没有

体现特殊讯问区别和特殊保护原则，不通知少年嫌

疑人的监护人到场，对少年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与

成年嫌疑人无异，多适用逮捕措施，对少年刑事诉讼

权利保护不足，侦查、起诉，审判袭用成年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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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刑事审判单一化，管辖方面受案范围

过于狭窄

少年司法制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

解。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主要是少年

刑事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不仅指少

年审判制度，还包括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

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

仲裁制度和少年公证制度等等。

从审判机构及人员来看，目前少年法庭多数只

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少年合议庭，而且我国少年法

庭的受案范围从立法上看，则仅限于刑事审判，适用

于触犯了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人，即刑事审判单一

化的模式，使少年审判工作从属于成人刑事审判，容

易忽视少年犯的各项权利。既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

本理念是保护未成年人，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直

接职能却是重在惩罚，这种单一化的少年刑事司法

制度就不能实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三）教育措施落实不到位

在教育机构的设置上，劳动教养和工读学校是

目前我国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途

径，其审批决定权在行政部门，法院不能介入。在我

国少年管教所收容被判处刑罚的少年犯和公安机关

决定收容教养的少年犯，在对严重、较轻、轻微违法

和具有不良倾向的少年，没有区别对待设立相应机

构。工读学校也很不健全，县市基本上没有工读学校

的设置，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侵犯难以避免，也难以

得到司法保护与救济。所以仅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为审理对象的少年法庭制度，已不相适应。对被宣告

缓刑的青少年罪犯的帮教缺乏明确机制，责任不落

实，社区帮教、监管制度不够完善。这些都不能适应

青少年违法犯罪客观现实的需要和因材施教、对症

下药教育规律的要求。

五、创新少年司法制度的构想

我国对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遵循着一定的程

序，但这种程序仍然是审理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

尽管在实际的操作上对未成年人采取了一些与成年

人有区别的做法，但由于这种做法并未上升到国家

法律的地位，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少年刑事司法程

序。

（一）有一系列的司法体系，特别是建立一个相

互配套的少年刑事司法体系

少年刑事司法体系就是指在少年刑事司法活动

中公、检、法、司各部门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各司其

职，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环节加强罪犯的教育、感化、

挽救的工作机制。

!、尽快制定少年法并明确规定少年事件的定义

（主体年龄）、调查、审理程序，包括规定警察、检察官

在调查审理事件中的职责，法官审理少年事件的程

序，对少年的具体保护措施等。

"、制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法》和《未

成年人犯罪处罚法》以形成我国统一的、自成体系的

青少年犯罪法典。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侦查、审

查、审判机构，并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考虑到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少年司法程序可以

是简易的或相对不正式的，即少年与工作人员之间

可以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同时，少年司法程序的过

程应当始终贯穿着缓和气氛，避免过于严厉的情形

发生。

#、在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上，要贯

彻特殊的刑事政策，刑罚规定越具体越好。

（!）应规定少年犯罪的量刑标准，适用缓刑、放

宽减刑和假释的条件。对青少年犯罪不适用累刑或

限制年龄在"$岁以下。

（"）对未成年被告人尽量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

少年犯罪应当尽量少适用刑罚。譬如责令家长或监

护人及学校、社区加强管理和教育，收容教养，进工

读学校学习等，不得已使其服刑的，应当与成年人分

别关押、改造。此外，还需规定少年刑罚的执行场所

等事宜。

（#）青少年犯罪记录应完全消除或限期抹去，不

让犯罪污点载入其人生档案，以便他们刑后的回归

社会、重新做人。

（二）加强对刑后青少年的帮教工作，采取多层

保护教育措施，按严重、较轻、轻微违法和具有不良

倾向进行区别教育以防再犯

（三）应逐渐健全教育机构，根据不同的对象设

立教养所、重返社会训练学校等

创新少年刑事司法制度，要立足于我国现状，借

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改

进，不断完善。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振兴的希

望，做好少年刑事司法工作，教育挽救青少年，是一

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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