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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整个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
1899年自美国始，这一制度已经走过了112年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犯罪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然而囿于种种限制，目前此领域的研究还缺乏相对比较确切的、可检验的理论和方法。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研究》试图改变这一研究现状。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研究》作者在全国27个省市对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众、未成年犯
罪人等三千多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分析了1180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判决书，同时进行了深入
的实地访谈，从而使《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研究》能以实证分析为基础，对目前存在问题进行探讨
，为建立一种既符合国情又切合国际发展潮流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提出可行的建议。
此种在大规模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非常值得相关领域读者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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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次，对一般的未成年人不法和犯罪行为，仍然恪守保护理念。
少年保护的理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锤炼已经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内奠定了很深的根基，而上述责任理
念的引入不过是人们对严重未成年犯罪者进行矫正能力的怀疑而作出的一种让步，是为了公众安全不
得不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事实上几乎很少有人对保护理念本身提出质疑。
但是与少年法院诞生时相比，如何贯彻保护理念的问题，今天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
在20世纪上半叶少年法院崇尚父权般的干预，认为通过这种干预，问题少年在家庭或生活环境中得不
到满足的正常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从而走上正常的生活道路。
而今天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标签理论的影响下对于未成年人司法机构的看法相对比较悲观，认为未成
年人司法机构尽量不要干预未成年人的行为，而是将相关的问题交给社会的福利部门解决，以免给未
成年人打上耻辱性的烙印；即使不得已对未成年人进行干预，也要尽量将其留在家庭和社区内，为其
提供有意义的、个别化的服务，而对未成年人的监禁必须是最后的不得已的选择。
这种思想表现在以下的两种运动中：（1）身份犯罪的非罪化身份犯罪的非罪化，就是剥夺少年法院
对身份犯罪的管辖权，所有相关的管教均由非司法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在未成年人自愿的基础上提供。
从1984年美国华盛顿和缅因州通过相关的法律之后，对身份犯罪的处理已经成为社会和健康服务部门
的职责，随后纽约州将身份犯罪者定义为“需要监督之人”，并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型对待，目前
美国的大多数州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
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认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
也规定少年司法机构的对象应当是触犯刑法的少年，从而将身份犯罪排除出少年司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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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法律论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研究》有大量田野调查数据及其分析，对此论题的深入研究和
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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