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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有条不紊的发展中。少年强则国家强，但

反观前期频发的校园暴力和未成年犯罪事件，我们不禁要反思法治社会的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本文

将从法治社会、普法教育、未成年犯罪以及对未成年的司法保护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法治社会为

背景，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和已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并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全面依法治国，未成年犯罪，普法教育，司法保护 

 
 

Cold Thinking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the Society Ruled by Law 
—Taking “the Case of 10-Year-Old Girl Killed by Her Peers in Dalia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Dandan Wang 
Tianjin Commercial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Apr. 8th, 2021; accepted: Apr. 21st, 2021; published: May 12th, 2021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in China, law-based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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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and law-based society are developing in an orderly way. A nation will prosper only when its 
young people thrive. However, looking back at the frequent campus violence and juvenile delin-
quency in the early days, we can’t help but reflect on which link of the legal society has problems. 
This article will talk about my view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society ruled by law, law popula-
rization education,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minors. Taking the society 
ruled by law as the background, combined with the Eleven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revised juvenile protection law and the law on the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bov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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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9 年 10 月 20 日，大连一 10 岁女孩遇害被抛尸绿化带，身中七刀，凶手是一名 13 岁的初中少年。

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 14 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

追究刑事责任，最终对蔡某某采取收容教养。该案件一出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讨论，未成年人犯罪手

段如此恶劣、其父母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未成年人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需要修改、是否适用于所有

的未成年人犯罪等一系类问题随之而出。今天的中国，法治贯穿于各个治理环节。为完善社区矫正，提

出“社区矫正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提出“实施分级预防，细化

教育矫治措施”；立法的精细化、精准化，正是中国法制建设进步的生动写照。但这些措施是否可以适

用于所有的犯罪分子？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当区别对待？天生犯罪人 1 该如何处理？全面依法治国的背

景下，我们更应该做到法律获得人民的普遍遵从，但前提是获得普遍遵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2. 法治社会与未成年人的联系 

(一) 法治社会关乎未成年人品性的塑造 
在法治社会的背景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是个包含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环节的系

统工程。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网络刻不容缓。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学校、家庭要纠正教育指导思想的偏差、切实把思想品德

放在重要位置。现阶段的普法教育虽然注重对犯罪的预防，然而却被部分未成年人利用年龄条件去采取

犯罪行为，所以现阶段对于未成年来说最重要的并非是普法教育，而是品德教育，不去伤害他人便是最

好的预防犯罪的方式。 
其次，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宣传媒体等部门要为未成年人奉献有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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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天生犯罪人。他认为，有一种罪犯，在生理、心理或体质方面，与常人有着天生

不同的特质或因素，属于天生犯罪人。为此，他还研究了 3000 多名罪犯的头盖骨，并进行了病理解剖学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认

为天生犯罪人就是原始野蛮人的一些特征，在这些人身上返祖的反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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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应积极组织未成年人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认真整治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的不良社会环境。 
最后，认真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转化工作。为防止未成年人走上犯罪或重新犯罪，社会、

学校、家庭应加强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治，防止其走上犯罪道路。学校应继续大力推进校园法制副

校长制度建设，同时建立防治学生暴力工作组，探索建立由教育、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共青团、

妇联部门的多方协同治理工作机制。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校园暴力案件时，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为

治理校园暴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1]。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他们犯的错，家庭、社会、

学校都必须承担一份责任，为了使未成年人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全社会必须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为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安定的社会环境，帮助他们拥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 
(二) 未成年人体现法治社会的水平 
少年强则国家强，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同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也更多体现在未成年人身上。

在我国，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自 1986 年实施法制宣传教育五年规划以

来，一直都把未成年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对象，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的《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在

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规划》中把未成年人列为普法的重点教育对象之一。邓小平同志

早在 1986 年就指出：“法治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江泽民同志强调：“在青少年中加强法治教育，是实

施依法治国的带有长远性、根本性的工作，要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宣传、教育、司法行政、共青团等部门密切配合、互相协作，在联手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中，

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上升，犯罪年龄呈现出低龄化趋势。为什么在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的同时，未成年人犯罪却呈现出大幅上升趋势，这里边虽然有着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但我们应当思考

在未成年人的法制宣传教育方面是不是存在一定的不足，现有的法制宣传教育模式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

身心特点，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观念是否需要更新。 
依法治国，关键在法治，基础是教育。法治教育是未成年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促进未成年人

形成良好行为习惯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能否健康成长，直接

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3. 未成年犯罪的实质分析 

(一) 犯罪起因的多样性诱使未成年人犯罪 
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手机不仅仅对成年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也对

未成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2]。不可否认，这种变化有好有坏，但形形色色的网络世界中有太多不可控

因素，青少年的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受到不好的影响。各类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的出现，无疑会对学生的

身心带来极大的冲击。某些网络游戏过于血腥、暴力，这些画面会对年龄尚小、心智还不成熟的学生产

生不良影响，是导致学生产生暴力倾向的重要因素。 
(二) 犯罪成本的低廉性让未成年人无视法律 
10 岁女孩被害案，比起案件本身，更值得担心的是案件的处理结果，或许会加深人们对于“未成年

人杀人犯法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印象。而由此带来的种种连锁反应和后果，将不堪设想。毕竟，在国内

这种未成年人犯罪事件已经有过不少先例了，比如之前湖南发生的 12 岁男孩弑母案、不到一个月又发生

的 13 岁少年锤杀父母案、在到去年的 10 岁女孩被 13 岁男孩杀害案等等。因为不到刑事责任年龄，这些

杀人凶手受到的最大惩罚也只是收容教养。 
似乎是发现了这一缺陷，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做了相关调整，规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1.93042


王丹丹 
 

 

DOI: 10.12677/ojls.2021.93042 306 法学 
 

定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

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应当负刑事责任。我国法律越来越健全，法制越来越完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保护措施是因为其心智尚未健全而且有改造教育的必要性，但并不意味着对未

成年人犯罪可以不加区别的统一对待，既要考虑未成年犯罪的特点，也要考虑被害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

[3]。 
(三) 司法保护所固有的缺陷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也伤害了未成年人 
首先，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实现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

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应注重其的完善发展。虽然国家从理论指

导、制度建设、机构建设等不同方面加强了对未成年权益的保护，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对象更

多的集中于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而缺少对于未成年人的一般司法保护；关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相关规

定较为笼统且大多散见与其他法律之中。对此，我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应致力于未成年人保

护法律体系建设，弥补法律漏洞，细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相关规定，增强未成年人权益主体观念，畅通

未成年人诉求表达；促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相关立法；提高少年执法队伍专业能力、专业素质培养，

提高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人员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质，促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贯彻实施。 
其次，对于未成年人，我们不能无限的保护，不能不加区别的保护。因为有的是真弱势，有的是浑

水摸鱼。如果我们不加区别的保护所有未成年人，最终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 
最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惩处，其实很多时候错过了最佳改造和教育他们的时机。越是小的时候，

越是容易改造教育。而越是长大后，性格开始成形，越是不容易改造。因此，用这样一个年龄界限去一

味地保护未成年人时，其实也是在害他们，因为我们自己白白贻误了最佳改造和教育他们的时机。 
今年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便弥补了这一缺陷，两部法律只有相互支撑、共同发

力才能真正保护未成年人。 

4. 针对未成年犯罪现状与司法现状提出的解决措施 

(一) 针对不同类型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犯罪心理评估。 
犯罪学家龙勃罗梭曾经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概念，这样的人就如同一头野兽走进了城市，路上

的红灯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他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当然这是早期学者的思想，但这个“天生”就

如同现在的痴呆、弱智等。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社会也存在这样一种人，他天生没有情感的能力，而我们

也无法用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来制约他，最可怕的是这种人同时在做自己的事情上却绝对到位，所以也属

于“天生犯罪人”。针对这种人现有的法律难以进行预防与控制，所以必须采取犯罪人的心理评估，只

要属于这种类型，一发动犯罪便要进行长期的监控。对未成年犯罪的预防就是对未成年人最好的保护。

进行犯罪人心理评估是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区别对待的前提，也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举措。 
(二) 建立问题青年的信息档案，采取因人而异的教育和关心措施。 
首先，对于信息档案应当有专门的监管部门进行保管，采取绝对的保密措施，不可对未成年人之后

的生活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4]。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却有以下值得改进的空间：第一，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

适用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封存对象范围过窄，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第二：就封

存的执行主体来看，法律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机关是适用该制度的主体，但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有一部分主体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如未成年犯的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

学校、单位居住地所在的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这部分群体所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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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是否应当封存，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给出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未

成年人合法权利。 
所以应当适度扩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犯罪的社会危害陸和人身危险的大小

为判断标准，打破“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的藩篱。应当尽快出台法律或司法解释，对于可能知晓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身份信息以及其他案卷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明确其保守秘密的具体责任。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三机关应当紧密联系，加强沟通和协调，积极促进各部门衔接与配合，确保该项

制度落到实处。 
其次，根据信息档案对未成年人犯罪根据其犯罪起因、成长背景等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以帮助他

们走上社会。李鹏委员长曾在未成年犯罪座谈会上指出“对未成年人犯罪要给出路”[5]对于犯罪的未成

年人，要在依法惩处的同时，也给予他们出路。少管所、工读学校、劳教所在我国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

罪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根据不同的信息档案，进行分类研究，同时需要专业人才进行引导与沟通，这

些单位在对青少年的管理上，要满腔热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使他们转变，当犯罪的未成年人重

新回到社会后，不能歧视他们，要做好安置帮教工作，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要防止他们第二次犯

罪。 
(三) 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保护未成

年的同时推进法治建设。 
今年 6 月 1 日即将实行新修改的《未成年保护法》，主要有以下亮点： 
1) 确立了国家亲权责任：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由国家及时介入。增设“政府保护”专章，

由各级政府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并且在监护人被宣告失踪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等七种情

况下，民政部门应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 
2) 司法环节未成年人保护全覆盖，办案时采取保护其隐私的技术手段，询问遭受性侵害的女性未成

年被害人，应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司法机关必要时应当实施经济救助、心理干预、转学安置等综合保

护。 
3) 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细化家庭监护职责，监护人应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至少每周与

未成年联系交流一次。完善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校园欺凌防控制度。性侵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从业

禁止，建立全国统一的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 
4) 防治网络沉迷，制止未成年网络欺凌，建立统一的未成年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 
与此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有了大幅度修改： 
1) 由五十七条调整为六十八条，包括总则、预防犯罪的教育、对不良行为的干预、对严重不良行为

的矫治、对重新犯罪的预防、法律责任、附则等七章，对不良行为由“预防”改为“干预”，突出“预

防为主、提前干预”，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进行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 
2) 不再使用“收容教养”概念，明确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

门教育，对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3) 加强预防犯罪的教育，要求学校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

生欺凌防控制度。 
4) 完善对重新犯罪的预防措施，新增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社会观护、安置帮教等规定。明确共青

团、青联、学联、少先队等，应当协助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检察院、法院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

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培育社会力量，提供支持服务。 
而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司法保护时可以国家亲权思想、儿童最大化原则、教育刑罚理论为基本理

念、以各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现状以及我国现有理论与不足为实践来源，建立起合理的未成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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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制度[6]。借鉴域外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优秀经验，借鉴其立法，从他们涉及少年司法制度的法

律去摸索其少年法立法规律，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整个未成年人群体的少年法体系，构建更加

完善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维权机制，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作用，并将司法

保护与其他保护进行有效的衔接，充分发挥各个主体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指导作用。

在未成年人司法组织建设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少年警察队伍、缓刑官制度，日本家事裁判所的调查官制度、

少年矫正机构，以及德国和日本少年法院[7]的设置，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促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

系建设。 

5. 结语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是不完美的。正因为不完美，我们才需要法律；正因为不完美，我们才需要执

法和司法机关；正因为不完美，我们才需要隔离罪犯，保护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同时，未成年人肩负着

强国的使命，其应该是在父母、学校、社会以及国家的共同教育和保护下成长为优秀的一代，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我们 90 后已逐渐步入社会，走上不同岗位，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希望国家关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相关制度更加完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机制，并辅之以相应的监督机制，对政策、制度等的落实进行全程监督，促进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机制体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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