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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
1999年，《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以下简称"99样式”）下发后，为了宣传贯彻"99样式”
，我先后与他人合作或者自行撰写了四本书，即《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修改与制作》（主编）①
、《怎样制作刑事裁判文书》②、《最新刑事裁判文书样式和实例评析》③和《中国刑事诉讼文书的
改革与完善》④。
第二本书的第二版和第四本书的内容虽涉及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制作，但并未作全面地、系统地论
述。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下发《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以下
简称“01样式”）之后，各地法院认真贯彻、积极探索，制作出一批优秀的、能够反映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特点的裁判文书。
笔者在国家法官学院和各地法院讲学时，结合这些优秀裁判文书讲解并予以点评，深受少年法庭法官
的欢迎，一些法官争着当场复印。
这时我就产生了想撰写一本小册子的思想，将他们的经验传播、推广出去，供大家享用，并收录了不
少资料。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停了下来。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决定对“01样式”进行修改，并邀请我参与研究。
2009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通过了修改的《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以下简称"09普通样式”）和新增的《一审公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以下简称"09简易样式”）之后，我认为时机成熟了。
为了使广大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了解修改"01样式”的精神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加上2009年恰逢上海市
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成立25周年，最高人民法院计划在上海召开纪念大会，因此，我决心动手撰
写这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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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通过了修改的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
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和一审未成年人刑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
2009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下发了这两种样式。
制作未成年人刑事裁判文书是少年法庭法官的重要任务。
人民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裁体。
未成年人犯罪有别于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修改与制作暨少年法庭工作调查》贯彻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行“教育、感
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采取理论、样式、实例相结合的理论密切联系
实际的方法，重点阐述了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刑事裁判文书制作上的特点，以维护未成年刑事被
告人的合法权益，并对所附裁判文书实例进行了点评。
同时，《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修改与制作暨少年法庭工作调查》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在江苏、上海、
广州对少年法庭工作所作的调查，了解了我国少年法庭工作25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
验，指出了当前少年法庭工作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少年法庭工作，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提出了构想。
《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修改与制作暨少年法庭工作调查》还收录了有关国际公约、现行法律和司法
解释以及有关国家领导人于2009年11月2日为全国法院少年法庭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发来的贺信和讲话
。
这些不仅是人民法院制作未成年人刑事裁判文书、改革和完善少年法庭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而且为
今后推动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因而权威性、实用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是《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修改与制作暨少年法庭工作调查
》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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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道鸾，1930年生，湖南省津市市人，汉族，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顾问。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任、研究室主任、法院诉讼文书修改领导小组副组长、
法院刑事诉讼文书修改小组负责人、司法改革研究小组顾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等职。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刑法和法律文书，并从事刑法和法律文书教学，承担培训法官的任务。
1998年退休后继续从事刑法和法律文书研究及教学工作，并关注少年法庭制度改革。
独著、主编、合编法律文书、刑事法律专著、教材41部，其中法律文书方面22部，刑事法律方面19部
；发表论文和调研报告101篇，其中法律文书方面26篇，刑事法律方面69篇，少年法庭方面6篇，是最
高人民法院的资深法官和享受国务院发放的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
2004年被《当代中国法学名家》编辑委员会遴选为“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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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针对有关个人的需要，可将教育措施或者对个人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所适用主体的
年龄延长至二十五周岁。
6.针对十八周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的特殊条款可以扩大适用于二十五周岁以下
的人。
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司法确定7.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以及由这种责任所产生的后果必须由专门的
司法部门确定，该司法部门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独立的司法权。
这种特殊资格应包括诉讼程序的所有其他参与者。
该司法管辖权最好能扩展到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所有问题。
8.只有经过多方面的预先调查，并经当事人的质证，才能作出司法决定。
9.应当特别注意保护受害者的利益，给予他们人道的待遇。
三、制裁以及其他措施10.死刑本身产生了与人权有关的某种严重问题，对犯罪时未成年的人不得判处
死刑。
11.禁止任何形式的终身监禁、肉刑、酷刑或者其他任何不人道的待遇。
监禁最长不超过15年。
12.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对未成年人实行审前羁押。
审前羁押的决定应该由司法机关作出，必须具有法定的理由，并且在作出审前羁押决定之前必须经过
审理。
审前羁押过程应尽可能辅以教育措施。
对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尽可能不实行羁押。
13.徒刑作为一种例外的制裁措施，只可对严重的罪行宣判，并且只能适用于已对品行作出仔细评估的
未成年人。
必须严格限制徒刑的判处和徒刑的期限。
对未成年人的监禁必须在不同于成年人的场所执行，必须尽可能采取正式审判和徒刑以外的替代性措
施。
在主要考虑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充分考虑被害者利益的调和措施。
14.对未成年人适用的教育及保护措施必须符合与对其适用惩罚措施相同的要求和保障。
15.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最大限度地遵守均衡原则。
四、国际方面16.立法体系、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其他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应当按照与儿童权利有
关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操作。
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决定与该国批准的国际公约或条约保持一致，和有关的国
际标准和规范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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