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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与实践——以尤溪法院为主要视点》由丁寰翔编著。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与实践——以尤溪法院为主要视点》简介：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除了其个体因素外，更多的是与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的影响有关，因此，保
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的重要任务。
如何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成为我国许多学者和社会实践者探索、研究的内容。
分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其权利被侵害状况，认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情况，考察域外未成年
人司法制度可借鉴成份，了解围际公约关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标准要求，把握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
司法制度的影响，研究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基本原则、审查起诉制度、审判制度、矫正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民事权益保护制度、犯罪防控体系和有益的司法实践，是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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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未成年人犯罪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变化
而出现了新情况，25岁以下的年轻人犯罪占到了全部犯罪的600/0-70%左右。
社会公众和社会管理者对突如其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浪潮感到有点按捺不住，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和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当时人们的基本观念为：众多青少年犯罪的研究者中普遍带有浓重的情感因素。
其基本理念：一是认为在社会进入到良性发展的时代时，少年犯罪的大幅度飙升是反常的，试图扭转
青少年犯罪在全部犯罪中的比例；二是认为孩子犯罪是社会的耻辱，要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就一定
要扼制青少年犯罪；三是认为控制犯罪主要是控制少年犯罪，避免少年成人之后成为惯犯和累犯。
由此，中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学）研究开始。
1983年开展的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简称“严打”），是中国对待犯罪的最基本的刑事
政策。
研究者们有一种担忧：对于犯罪的严厉打击，会不会导致对于青少年犯罪人的加重处罚？
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是不是应当与成人犯罪区别对待？
需不需要建立少年罪犯的刑罚制度？
于是，在开展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研究的同时，中国的少年司法探索也由此开始了。
中国少年司法的发展和少年法庭的建立是进入青少年犯罪高峰期之后社会所作出的司法反应，其基本
动机是试图从司法的角度治理青少年犯罪。
从司法制度的发生顺序来看，司法反应首先是刑事司法的反应。
随着未成年人司法的逐步深入，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未成年人司法重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并且这
种保护应是全面的，为此，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也开始得到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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