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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现有研究来看，不乏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的探索，但基本上属于拘泥于现代刑法框架下的诠
释性论著，而现代少年刑法恰恰应该被认为是属于超越传统刑法的特别刑法。
《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一书中，侧重于运用比较与历史的研究方法，明确提出了少年刑法这一与普
通刑法相对应的命题，谋略超越法条和传统刑法理论框架，详细论证了少年刑法的内涵、少年刑法的
起源与流变、少年刑法的理论基础、少年刑法的基立场、少年罪错、保护处分、少年刑罚等基本问题
，分析和指出了我国现行刑法所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完善建议。
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会推动更多的学者关注少年刑法这一课题，也将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以及
刑法的完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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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青少年法律研�>>

章节摘录

　　一、超越刑罚·超越保安处分　　（一）保护处分概述　　“少年法之理论在刑事法中独立自成
体系，在少年犯罪处置上由‘处罚’演进为‘保护’，不仅对少年犯避免动之以刑，代之以教育方法
加以改善，而且就未犯罪之虞犯少年，亦以教育之方法预防其犯罪，此种‘代替刑罚之教育方法’，
即所谓保护处分也。
”简单地说，保护处分即少年罪错处遇中具有替代刑罚性质的措施。
　　关于保护处分的名称，日本《少年法》与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均直接称为“保护处
分”，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和澳门地区多称为“教育处分”。
笔者赞成使用“保护处分”这一名称。
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名称一方面强调了少年刑法保护主义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汉语“教育”一词
蕴含有惩罚的含义和对施教者权威的绝对屈从，容易引起误解。
因此“保护处分”一词更为妥当，既不失教育的内涵，又可以避免教育处分一词的负面效应。
保护处分的法理渊源在于国家亲权思想，而其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左右。
英国撒克逊王安息尔斯坦（Athelstan）曾经颁布法律，规定对少年犯应加以保护管束。
1704年教皇克利蒙十一世（Glement XI）曾在罗马的圣密启尔（Hospital of Micheal）建立教养院，收容
游荡无业之少年，施以训导。
这些都是现代保护处分的滥觞。
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颁布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法》，规定由专门的少年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
和少年失教、失养、孤苦无依的保护案件；对于犯罪少年，应以保护处分代替刑罚，由此开创了“以
教代罚”的少年刑法传统，并为世界各国少年刑法所继承和发扬。
1950年海牙国际监狱第12次会议明确提出：“对于少年人犯罪的处理，应逐渐舍弃刑罚，而改为矫正
方法。
”现代少年刑法发育成熟的国家，无不奉行“以教代罚”的原则，规定保护处分具有优先于刑罚适用
的效力。
从各国保护处分的适用对象来看，保护处分主要是替代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的刑罚，使之免受刑罚的
制裁，有的国家还基于预防和保护的思想将保护处分扩大适用于虞犯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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