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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监狱学会是全国监狱理论工作者、监狱实际工作者和社会各界有志于监狱学科理论研究的专家、
学者自愿结成的全国性、群众性、学术性的社会团体。
学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开展监狱理论研究和国内
外学术交流，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理论，为加强监狱法治建设、推动监狱工作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多年来，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中，有的是刻苦研读的莘莘学子，有的是继续深
造的监狱人民警察，他们在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下热心于监狱理论研究，在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的同
时，其博士论文拓展了监狱理论研究的内容，丰富了监狱理论研究的资料。
为鼓励更多的博士研究生热心于监狱理论研究，为他们构建监狱理论研究的新平台，汇集和展示监狱
理论研究的新成果，2009年我们建立了《中国监狱学会博士文库》。
中国监狱学会每年根据博士生导师的推荐，从中遴选出具有较高水平的关于监狱理论研究的博士论文
，陆续列入博士文库，形成监狱理论研究系列专著。
博士文库建立后，将为全国监狱学会系统提供监狱理论研究资料，为广大监狱工作者开扩工作思路，
指导工作实践，提供监狱理论支撑；为广大监狱理论研究人员开扩理论研究视野，扩大学术交流信息
，促进全国监狱理论研究工作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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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玉忠，男，1970年3月生，江苏南通人。
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1990年至1994年，获法学学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2006年，获法学硕士
学位；2006年至200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中国刑法学、刑事执行法学。
在《法学家》、《河北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
全文转载。
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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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1985年第7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在意大利的米兰召开，正式通过《北京规则
》，从少年司法的一般规则、调查与检控、审判与处罪、非监禁待遇、监禁待遇、研究、规划、政策
制定和评价6个方面，全面构建了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基本框架。
（3）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儿童权利公约》，截止到2000年3月，该公约缔约国达191个
，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接受的国际公约。
此外，联合国通过《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等关于少年的司法准则，为少年司法提供基本准则等，从而推动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
二、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一）少年刑法倡导：对传统刑法的“突破”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
犯罪存在本质而并非是“度”的差异性：（1）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虽然在行为及结果方面具
有相似性，但是，少年缺乏或仅有不完全的认识和控制能力，不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2）未成
年人犯罪行为是处于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具有一定的自然
性，而不像成年人犯罪具有明确的反社会性和主观恶性；（3）近代犯罪学的发展使人认识到未成年
人犯罪原因的外在性。
教育学、儿童发展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洛克的“白板说”更使得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走上犯
罪道路产生了深深的歉疚，这不仅成为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区别对待和放弃报应刑论的理由所在
，同时，也促使社会担负起预防与矫正犯罪未成年人的职责。
①正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性，因此，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应摒弃成人刑法
的理念，确立少年法或少年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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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年前，我从人大硕士毕业时，心中充满了依恋，渴望能留校继续学习，不忍离开人大美丽的校园，
也不忍离开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更不忍匆匆结束美好的学习生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想在学术追求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只有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才能领略到更为独特的风景，幸运的我终于美梦成真，继续留校攻
读博士学位。
《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几
个递进的阶段。
“博学”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即广泛学习博采众长之意。
唯有广泛涉猎，才能学识渊博。
“博”还意味着博大宽容、虚心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我想“博士”的“博”也有这两方面的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下，我孜孜以求、努力耕耘。
况且作为一名有着十年教龄的高校教师，回头再来充电，我更深知学习重要，因此我格外珍惜这个机
会。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果实，当厚厚的博士论文付梓之际，我倍感激动欣慰，与此同时，浓浓的感
激之情也涌上心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老师同学的帮助，正如花儿的绽放离不
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园丁辛勤的培育，回想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倾注了老师同学很多的心血和汗水
。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大家的关心帮助是我取得成功的重要源泉。
在硕博连读的五年时间里，我很幸运地师从韩玉胜教授，他是我学术的导师，也是我敬重的长者。
他治学的严谨、思维的缜密以及工作的细心、认真令我由衷地敬佩，他为人的宽厚、热情与真诚更让
我深深的感动，我的毕业论文从选题、框架结构到观点的支撑等多方面，韩老师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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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未成年人犯罪特别处遇研究》：中国监狱工作协会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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