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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郝银钟教授撰写的这部《遏制青少年犯罪新思维——构建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青少年犯罪预防新体系》
，开篇运用实证分析法对国内的青少年犯罪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继而将视线抛向世界范围，既对作为
现代法治发展历史较长的英、美两国的青少年犯罪进行了评介，又对地处欧洲大陆的德国和波兰的青
少年犯罪进行了分析，还对我们的近邻、同处东方的日本青少年犯罪进行了考察；作者还特别在最后
抽样分析介绍了我国山东省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以“实”为证，丰富了著作的“血肉”。
本书运用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方法，较为详尽、客观地阐释了古今中外有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理论研
究成果；十分务实地对当前国内外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工作中的诸多做法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辩
证分析，既总结了经验，又指出了各自的不足，并运用趋势分析法展望了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工
作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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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银钟，男，汉族，中共党员，1968年生，山东省聊城市人。
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高级法官，国家法官学
院副院长?。

2001年9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其研究工作计划分两部分：计
划A：《论刑事诉讼程序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计划B：《公诉原理论》；2003年10月，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获博士后出站证书。

2000年07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诉讼法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公诉权之本质属性论--
阐释法治社会背景下的公诉原理精义》。

1994年07月，华东政法大学获诉讼法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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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化上与相关国际准则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表现在我国相关法律虽然对非监禁化有所要求，亦建制了一些相应措施，比如相当于保释的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假释等，但没有得到全面落实，羁押率过高或恣意羁押、假释率过低一直没有根本
性改观。
其次是相关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有关非监禁化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和明确性，取保候审、假释等规定还有缺陷，缺
乏开放性的小型拘留所、允许请假等更多的具体措施。
为此，我国应当按照相关国际准则的要求，并借鉴其他国家的保释、中途之家、周末拘禁等制度，完
善相关法律规定。
　　5.非刑化的原则化。
未成年人非刑化国际准则内含非犯罪化、非司法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等核心范畴，并且贯穿未成
年人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显然，未成年人非刑化是传统刑事制度或措施的异化，准确而又突出地表达出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保
护的理念。
在国际社会，未成年人非刑化不再仅仅是一种“趋势”，而已经成为未成年人司法的核心原则：第一
，非刑化贯穿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对相关立法和实践都具有全局性的指导和制约意义。
第二，非犯罪化、非司法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无不是源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和犯罪原因的特殊性而
进行的特别建制，无不是为了追求非“儿童最大利益”而对传统刑事制度或措施而进行的切实改革，
而这正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以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和保护他们的权益为宗旨的反映，非刑化集中体现
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基本精神。
第三，非刑化已经成为相关国际准则的核心准则，不但贯穿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而且要
求把非刑化作为常态，将传统刑事制度或措施作为例外或作为最后手段。
这不仅仅体现在上文对各个方面的论述中，而且有关国际文件对其有着集中的要求，比如《刑事司法
系统中的儿童问题行动指南》（1997年7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第15条要求：应对
现有程序进行一次审查，如可能应制定转送教改或其他替代传统刑事司法系统的措施，以避免对受到
犯罪指控的青少年实行刑事司法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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