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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推动我国青少年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积累优秀的青少年研究成果，中国青少研究中心自2000年
起推出一项策划编纂、资助出版相关学术著作的科研计划。
该计划共分四个系列，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文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儿童
研究文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文库”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
文库”。
中国青年少研究中心力图通过长期的努力与投入，使四个文库均成为该领域品质卓越的科研品牌。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文库”创设的宗旨是：以优秀的科研成果，为青少年权益
保护和犯罪预防服务。
本文库收录了各类青少年法律研究方面的著作，其标准是学术性、原创性、实用性与可读性的和谐统
一，作者一般为具有高级积称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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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琳，女，大连人。
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学院，1994年10月赴日留学。
2002年7月获国立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专攻少年法、刑事政策、刑法学。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兼任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与上海市少
年管教所理论研究顾问。
曾获2003年度“上海市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专项资金”资助。
主要论文有：
    《从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看日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青少年犯罪问题》，《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
起诉便宜主义与对未来成人的观察与保护》，《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实践和探索》等，另有内部决策
参考及译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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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宽刑主义时代的未成年人犯罪对策  第一节  中世以来的宽刑思想    一、中世的律令制度    二、
近世的宽刑主义  第二节  明治时期的少年犯罪对策    一、宽刑主义思想    二、最初的儿童保护立法《
恤救规则》    三、惩治监  第三节  旧刑法下的少年犯罪对策    一、旧刑法的制定与少年保护主义的萌
芽    二、旧刑法的改革对少年司法的影响    三、小河滋次郎的业绩与卓见    四、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少
年司法    五、司法官员的崛起与少年司法  第四节  旧少年法制定的前夜    一、旧少年法制定的背景    二
、少年法立法运动的理论基础——穗积陈重博士的讲演    三、少年法立法的实践基础——因微罪不起
诉所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四、司法权主义与行政权主义的对立论争第二章  旧少年法与保护主义  第一
节  旧少年法的成立与意义    一、旧少年法的成立与少年刑事政策立法体系的完备    二、旧少年法的特
色    三、旧少年法的实施状况  第二节  少年保护司    一、少年保护司的职责    二、嘱托少年保护司  第
三节  旧少年法的保护处分    一、保护处分的种类    二、委托少年保护团体    三、移送矫正院  第四节  
旧少年法的少年保护思想的性质    一、初期理想化的爱护思想    二、战争体制下的教化思想第三章  少
年法的概要  第一节  少年法的制定    一、  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与现行少年法制的变革    二、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日本的社会的环境与少年非行特征  第二节  少年法的保护主义特色  第三节  少年法理念的概观   
一、有关少年法理念的各种争论    二、分析少年法的理念  第四节  少年法的基本概念    一、非行事实    
二、需保护性    三、保护的过程  第五节  少年保护的相关机关    一、发现阶段的机关    二、调查、判
断(诊断)阶段的机关    三、保护实施阶段的机关    四、少年保护的相关人员  第六节  保护的对象    一、
犯罪少年    二、违法少年    三、虞犯少年第四章  少年保护程序  第一节  审理前的非行发现与受理程序
阶段    一、非行的发现    二、家庭法院的受理程序  第二节  调查、审理的阶段    一、调查与审判的模式
   二、家庭法院调查官的调查    三、鉴别    四、试验观察    五、审判的过程     第三节  最后决定阶段    一
、不予以审判决定、不处分决定    二、移送决定    三、保护处分决定  第四节  事后程序    一、上诉    二
、再上诉    三、上诉的对象第五章  少年法中的刑事案件  第一节  少年的刑事案件    一、少年刑事案件
程序    二、少年的刑事处分与执行    三、移送给家庭法院  第二节  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    一
、制度的意义    二、作为对象的案件    三、程序第六章  少年法的修改  第一节  少年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一、少年法修改的动向    二、少年非行与少年法制的变化    三、少年法修改议论的重燃  第二节  少年
法等部分修改法律    一、修改内容的概要    二、附则与附带决议  第三节  评价修改少年法    一、肯定论
   二、否定论者对修改法的刑罚化、严罚化的批判  第四节  修改法的运用现状与展望    一、修改法的运
用现状与对实务工作的影响    二、对今后的展望主要参考文献（日文版）附录  日本少年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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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国家亲权主义思想带有人道主义的意味，很容易使人无抵抗地接受。
但是这种思想绝非万能的，其中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这是因为，父子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血缘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形成了以亲子间的爱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
。
即使有时亲子间的关系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产生于这种固有的人际关系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在国家与要予以保护的少年之间，却完全不存在这种特有的人际关系。
因此，国家是少年的保护人，即使国家要予以的保护欠缺一定的形式，也无法说这种保护可能脱离了
保护的概念。
况且，作为私人的父母与作为公共机关的国家，可能对少年施加的强制力，也相差悬殊。
　　由此可见，既不能援用国家亲权主义思想使少年审判程序的非正式性合法化，同时也不能为使少
年审判的非对审性、非公开性合法化，认为国家与少年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
少年审判不似刑事程序那样正式，主要是因为少年的需保护性认定过程不适合刑事程序那样的正式程
序。
而少年审判采用非对审、非公开的形式，是因为对少年而言审判过程属于少年处遇的一环，具有作为
保护过程一部分的意义，从少年保护即少年的改善处遇的角度看，这样做完全可以避免因采用对审制
与公审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即使少年审判所采用的非正式、非对审、非公开的形式有其存在的理由，但由于这样的形式也可能造
成人权侵害，因此需要在制度上采取万全的措施。
　　2.爱的法律　　父母养育孩子是父母的义务。
因此，就像父母负有养育孩子的义务一样，根据国家亲权主义思想，国家对欠缺保护的少年负有保护
的义务，其中不应该带有恩惠的要素。
　　但是，少年法经常被称为“爱的法律”，使人不难感觉到其中的恩惠性要素。
“爱”意味着什么？
其实，“爱”是亲子间固有的人际关系的基点。
父母施予孩子的爱即为完全履行养育义务所必要的爱，并非情绪性的，而必须是理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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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由六章构成。
第一章主要回顾历史，介绍在少年法制确立前的宽刑主义时代的日本未成年人犯罪对策；第二章主要
评析了旧少年法时代的保护主义思想，揭示其国家亲权主义思想的特征；第三章论述现行少年法的理
念及少年法的非行事实与需保护性；第四章对少年法具体程序进行介绍与评价；第五章是对少年犯罪
的评析；第六章介绍了少年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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