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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少年事件相关制度，是日本涉案少年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少年违法犯罪预防与矫
正教育的理念，立法、司法及其设施构成，涵盖日本少年法制的整体内容。
近代法治理念的支撑，层级分明的立法设计，结构合理的司法管辖，细致完备的设施种类，构成一百
多年来日本少年法制发展的重要成果。
日本少年事件相关制度依然处在不断完善之中，借鉴其成功经验，发展中国的少年法制，是当代中国
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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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海航，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日本新渴大学法学部大学院特别进修生（1996.10～1997.10）；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
员（2004.1～2004.12）；担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都市教养学部法学系客座教授（2007.8—2008.8），完
成财团法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课题《东京都·北京市未成年人犯罪矫正设施比较研究》。
研究方向：比较法学、法律史、法社会学。
主要研究成果：《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不公平交易方法的限制》（载《经济纵横》2005年第12期）
、《未成年人被监护权的法理辨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9期）、《论日本大银行犯罪的法
律监督程序》（载《现代日本经济》2006年第3期）、《中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司法保护制度比较》（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唐代格式东传日本嬗变考》（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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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一、研究对象之缘起（一）问题的提出（二）基本概念（三）研究对象二、结构设计（一）
范围界定（二）制度比较（三）决策建议三、研究方法第一章　少年权利保障制度渊源——儿童权利
与福利一、日本儿童权利保障的制度渊源（一）《宪法》、《民法》中的儿童权利设置（二）《儿童
宪章》中的儿童权利范畴二、日本儿童福利保障的制度渊源（一）儿童福利的理念与制度渊源（二）
儿童福利制度与管理设施（三）儿童福利制度中的儿童特殊保护三、日本近年的“少子化”与儿童教
育政策（一）“少子化”问题与幼儿家庭教育（二）幼儿家庭教育模式的建立过程（三）幼儿家庭教
育内容及其功能（四）日本幼儿家庭教育模式的借鉴意义四、中国的儿童权利保障与儿童福利立法（
一）中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二）中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的权利内容（三）暂付阙
如的中国“儿童福利法”（四）中国其他法律文件中的儿童权利与福利（五）中国农村“留守儿童”
的权利现状第二章　涉案少年权利保障法律体系一、日本涉案少年权利保障基本法——《少年法》（
一）《少年法》的发展历程（二）少年“保护处分”程序的设定及其变化二、围绕日本《少年法》修
订过程的权利意识论争（一）2000年《少年法》修订时的核心问题（二）2005年《少年法》修订时的
争论焦点三、日本《少年法》的主要原则及其立法精神（一）少年保护主义原则（二）行政解送责任
原则（三）家庭裁判所调查原则四、日本涉案少年权利保障相关立法（一）《少年审判规则》及其立
法主旨（二）《少年院法》与《少年院处遇规则》的立法主旨（三）《少年鉴别所处遇规则》的立法
主旨五、中国涉案少年权利保障现状（一）《刑法》与“两高”司法解释中的涉案少年权利保障（二
）其他法文件中的涉案少年权利保障（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内容及其问题（四）《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的立法缺憾（五）制定中国“少年法”的必要性第三章　法制运行环境中的少年事件处置
与预防一、日本一般少年不良行为的处置原则（一）《少年警察活动规则》对少年不良行为的适用（
二）警察与地方政府联手促进少年健康成长二、日本少年不良行为及其预防（一）少年不良行为解析
（二）少年不良行为的表现形式（三）少年不良行为的早期预防三、日本少年非行事件的处置与预防
（一）少年非行的本质属性解析（二）少年非行的历史变迁及其主要样态（三）少年非行的对策依据
四、中日少年不良行为及少年非行的比较（一）中国少年不良行为范畴的法律依据（二）中日少年不
良行为类型差异（三）中国借鉴“少年非行”概念的意义第四章　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的法制演进一
、日本社会的少年犯罪历史考察（一）昭和年间的状况考察（二）平成年间的状况与典型事件（三）
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理论的发展二、日本少年司法制度中的预防与矫正（一）少年司法改革与犯罪预
防（二）少年保护处分与犯罪矫正三、日本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的辅助手段——科学统计与预测（一
）法务省《犯罪白书》的数据公开（二）警察厅《警察白书》的数据公开（三）数据统计与编纂的历
史功绩（四）更生保护的相关法制四、中国现代社会少年犯罪的历史考察（一）新中国前三十年少年
犯罪状况（二）近三十年的少年犯罪状况（三）间断与非公开的数据统计模式（四）亟待完善少年犯
罪预防与矫正制度第五章　少年矫正设施的体系结构一、日本少年矫正设施的渊源与谱系（一）矫正
设施的结构谱系（二）广义的少年矫正设施及其渊源（三）狭义的少年矫正设施二、日本狭义矫正设
施的结构与布局（一）少年鉴别所的矫正功能及其矫正事例（二）少年院的矫正功能及其矫正事例（
三）少年刑务所的矫正功能及其矫正事例三、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及其外延（一）儿童自立支援设
施的功能及其布局（二）儿童商谈所及其功能（三）少年辅导中心及其功能四、日本社区矫正设施的
功能发挥（一）社区矫正制度的构造（二）社区矫正的情感关怀五、中国少年犯罪矫正设施的结构及
其外延（一）少年管教所的功能及其外延（二）社区矫正：由试点到全国试行（三）少年工读学校的
曲折历程（四）矫正设施合理布局之需求第六章　少年事件的社会影响与理论对策一、现代社会少年
事件的新动向（一）少年事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少年事件的未来趋势预测二、少年事件与社会
影响（一）少年事件社会影响恶劣探因（二）日本社会关注少年事件的途径（三）中国社会关注少年
事件的途径三、日本儿童、青年育成支援推进本部的功能（一）政府责任的有效发挥（二）少年事件
对策的及时例会四、中国共青团、少工委的组织功能（一）思想教育为主的指导方针（二）成人化形
式的少年教育模式（三）少年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结语一、日本少年事件相关制度的经验（一）立法
体系的经验（二）矫正设施的经验二、中国少年事件相关制度建设前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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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少年事件相关制度研究：兼与中国的制度比较》以日本少年事件的相关制度为研究对象，
首先厘定研究的范围，揭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在做好一系列的前奏之后，作者吴海航开始介绍日本
的少年权利、少年福利的保障制度。
对于少年事件的处理方式是少年权利和福利保障的重要部分，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详细叙述
日本涉案少年的应对机制，如何预防少年犯罪以及矫正少年的非行行为是其中的关键内容。
在介绍日本的立法经验的同时，作者还就中国目前的少年立法水平与日本作了细致、深入的比较、评
析，指出中国少年事件制度的不足之处，对于需要完善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建议。
本书具有比较强的实践性，文中有很多实际发生的案例，也不乏各类图表，很生动形象，有助于读者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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