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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如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包括“注重保护，预防为主”和“六字
方针与八字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表现为“宏观实行宽松，微观宽主严辅”。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指导性内容的观念误区，主要是缺乏未成年人权利主体意识，将未成年人
犯罪刑事政策作为维护社会利益而不是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的手段。
应从观念先行、立法突破、司法得力、矫治完善等方面使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得以贯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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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本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依据，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又决定着根
本刑事政策的目标能否实现。
根本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与具体刑事政策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刑事政策成为一个系统整体。
刑事政策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制定与实施刑事政策时，必须将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刑事政策统一起
来，注重发挥政策的整体效应。
　　（3）开放性　　刑事政策作为国家和社会对犯罪有组织的反应方式，其开放性表现在：一是其
要与来自犯罪态势和犯罪规律的信息进行交流。
随着犯罪态势的变化以及对犯罪规律的认识的深化，而不断调整、完善，使刑事政策的主观反应与犯
罪态势和犯罪规律相适应。
二是其要与来自政策导向和调控效果的信息交流。
既受政策导向影响，同时又根据反馈的调控效果对政策作用的方向、范围、重点、手段等进行调整，
使刑事政策能够更好地适应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实现效果的最佳化。
　　作为刑事政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当然具有刑事政策的上述共性
。
除此以外，与其他刑事政策相比，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还具有自身的特性：　　第一，未成年人犯
罪刑事政策的对象是未成年人犯罪。
这是由“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现象所引发的国家或执政党的反应”所得出
的当然结论。
其中，认识对象为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实践对象包括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和未成年犯罪人。
　　第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制定的现实基础是未成年人犯罪态势。
　　第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实现为最高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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