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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最新意见回应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热点问题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案件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引发对“犯罪低龄化”的广泛讨论。

“问题少年”，何以为策？最高人民法院5月30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对未
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对未成年人犯罪
宽容不纵容

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近
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
总体呈上升趋势。

对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
见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
纵容。其中特别强调：“对于主
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
特别是屡教不改的，绝不姑息纵
容，坚决依法惩治，确保司法公
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彭新林表示，我国对未成年人犯
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是要惩教结合，未成年人的身份
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
牌”。“宽容不纵容”，实际上就是
该惩处的要依法惩处，发挥警示
教育作用，让作恶者付出代价，
让受害者得到抚慰，让社会公众
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
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
苑宁宁表示，2021年3月实施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
年龄作出调整，再加上新修订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目前我国
法律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无
论年龄大小，总体上均有相应的
处置措施。必须全面贯彻落实
法律，以严格公正司法回应社会
关切，杜绝“一放了之”“不了了
之”。

据最高法介绍，刑法修正案
（十一）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对于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
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案件，已
审结4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
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至
15年有期徒刑。

宽容但不纵容，有效教育引
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最高法
意见通篇传递出这一鲜明导
向——— 即使是低龄未成年人，只
要实施了侵权或者违法犯罪行
为，本人及其监护人将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传递这种导向，就是要让
未成年人正确认识违法犯罪行
为。”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
副会长张善根表示，无论是未成
年人还是监护人，都不能把对未
成年人的保护性制度，当成规避

法律的手段。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
学校失职要担责

嘲 讽 、扇 耳 光 、殴 打 辱
骂……学生欺凌问题触目惊心，
也极易诱发严重犯罪。

对此，最高法意见强调“依
法从严处理学生欺凌”。人民法
院在相关案件中发现存在学生
欺凌现象的，应当与学校或培训
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建议
及时予以严肃处理，并跟进处理
进展。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最高法意见专门提
出，探索通过诉前调解等方式，
促使实施学生欺凌的未成年人
真诚赔礼道歉。

“调解介入学生欺凌，是一
种新的治理机制，有利于化解双
方家庭以及家校的矛盾；促使欺
凌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为被
欺凌的人提供安慰，避免留下心
理阴影。”张善根说。

记者了解到，不少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中，学校未能及时发现
和干预欺凌、不良交友等问题，
导致学生走向犯罪或者被侵害。
最高法意见对此明确规定，学
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
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意见
专门提出，坚决依法惩治各类

“校闹”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学
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未成年
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发生人
身损害，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的，依法判决学校不承担侵
权责任，为学校依法依规开展教
学管理提供司法保障。

“这个规定意义重大，有助
于破解一些学校和老师‘不敢’
管学生的难题。”张善根表示，法
不能向不法让步，因为害怕“校
闹”而放弃管理，反而会鼓励和
诱发违法行为。

家庭监护管教缺失
法院可予以训诫

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
存在管教缺失、监护不力、教育

不当等问题。
据最高法介绍，2021年至

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
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
为留守儿童的占比22.94%，单
亲家庭占比6.95%。许多未成
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关爱
和教育，有的父母对孩子成长中
遇到的生理、心理困惑疏于
关心。

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
责任重大。

最高法意见明确提出，人民
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行
政案件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或者存在其他因家庭监护管
教缺失、不当等可能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情形的，根据情况，
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

意见特别强调，监护人“不
仅要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安全
等方面的保障，还应当关注未成
年人的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很多
都是监护人没有尽到职责。”中
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
法专委会主任宋英辉表示，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监护人对此主要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
监护人的责任追究，之前我们做
得还不到位。”苑宁宁表示，最高
法规定的训诫等措施，有助于督
促监护人履行职责，压实监护责
任，筑好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第
一道防线。对于经过训诫、教育
依然不改正的监护人，可以研究
出台更严厉的措施。

张善根认为，对于严重犯罪
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追责应当
刚柔并济。“还需要一些刚性惩
戒，包括罚款、拘留，甚至探索让
其承担刑事责任。”

找到未成年人犯罪的
深层原因

专家普遍认为，相比成年
人，未成年人犯罪背后有着更复
杂的社会原因。

未成年人无“小案”。最高

法意见提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应当详细了解未
成年人成长环境和犯罪成因。
同时，意见提出建立犯罪成因逐
案分析报告机制，对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逐案深入剖析案件背后
是否存在家庭、学校、社会、网
络、政府及司法保护薄弱、不到
位等情形。

“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
复杂，涉及各个方面。”宋英辉表
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要进行共性研究和个性分析，从
而“抓前端、治未病”。

以网络因素为例，据最高法
介绍，未成年人易受网络不良信
息影响而产生犯罪动机。近年
来实施抢劫、盗窃、暴力伤害犯
罪的未成年人中，有近六成曾长
期沉迷网络。

最高法意见对此提出，建立
网络保护专项分析报告机制。
在涉及网络的未成年人案件中，
对相关主体是否履行了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法定义务进行审查。
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向有
关网络企业、主管部门发送司法
建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
将相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此外，针对一些人引诱、指
使、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意见明确要依法从重处
罚。其中特别强调，利用未达到
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留守
儿童、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以
及通过向未成年人传授犯罪方
法、提供毒品、管制麻醉精神药
品、灌输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继
而加以利用等严重损害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严重危害社会和谐
稳定的犯罪，依法从严惩处。

专家表示，这些举措意味着
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将从注重事后追责惩处，向事前
事中事后保护、预防并重转变。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司法
惩处之外，要切实把各方面保护
和关爱落到实处，把对不良行为的
分级干预和前期管束落到实处。

“通过一个个案件，去寻找
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和根源，才
能够更有效、有针对性地发挥司
法职能作用，参与社会治理，更
长远、根本地防治未成年人犯
罪。”苑宁宁说。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30日发布关于全
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
罪防治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出，
在民事、行政审判中要关注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善于发现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化解、消
除可能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行为的各种消极因素，做实“抓
前端、治未病”。

意见强调，未成年人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
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人民法院
发现监护人未正确履行监护职
责的，根据情况对监护人予以训

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教育指
导。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受到
侵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
未成年人发育、成长和康复需
要，依法确定赔偿费用。

对于离婚案件中如何确定
抚养权问题，意见明确尊重未成
年人意愿原则。其中规定，未成
年子女向人民法院表达意愿或
者陈述事实时，人民法院可以通
知社会观护人员或者其他合适
人员在场陪同。陪同人员可以
辅助未成年子女表达真实意愿。
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单独询
问、听取未成年子女意见，并提
供适宜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友

善环境，确保其隐私及安全。
同时，意见提出推动涉未成

年人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
一”实质化。其中明确，对因未
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不追
究刑事责任的侵权案件，依照民
法典确定赔偿范围。未成年人
在宾馆、酒店、歌厅、酒吧、网吧、
电竞酒店、剧本娱乐经营等场所
或者互联网平台受到性侵害等
伤害，相关场所、平台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未成年人以此为由
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予以支持。

此外，意见通过引领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从严处理学生欺

凌、妥善处理校园纠纷等，促推
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
法“六大保护”融合发力。其中
明确提出，建立网络保护专项分
析报告机制。对涉及网络的未
成年人案件，应当结合案件成
因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定，
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建立协作机
制，对相关主体是否履行了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定义务进行
审查，并形成报告附卷，评议案
件时单独予以说明。发现存在
问题的，应当及时向有关网络
企业、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将相
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最高法：

在民事、行政审判中要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定期体检、保持健康体重……

“健康素养66条”来了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定
期进行健康体检，保持健康体重，
能够正确获取、理解、甄别、应用健
康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30日
公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基本
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并将围
绕该“健康素养66条”开展多种形
式的健康科普和宣传活动。

“健康素养66条”明确：24条
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包括预防是
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
和癌前病变；关爱老年人，预防老
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等。

28条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包括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
糖，食用合格碘盐；重视和维护心
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
求帮助；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
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
症等。

14条健康基本技能，包括科
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会阅读药品
标签和说明书；会测量脉搏、体重、
体温和血压；遇到呼吸、心搏骤停
的伤病员，会进行心肺复苏，学习
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

根据“健康素养66条”，健康
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
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围绕“健康素养66条”，不断提
升居民的健康知识和技能，促进养
成健康行为。

此前，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曾发
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基本知
识与技能（2015年版）》。

我国出台具体方案

部署新冠等疾病
预防控制行动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国
家疾控局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行动方案
（2024—2025年）》，提出包括新冠
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行动、重
点急性传染病防控行动、重点公共
卫生干预行动等十大具体行动
方案。

方案提出到2025年，现代化
疾控体系初步建立，多点触发、反
应快速、科学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
警和应急体系基本建成，卫生健康
行政执法体系进一步健全，疾控机
构科研能力稳步提升，疾控人才教
育培训体系进一步完善。

在新冠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防控行动方面，方案要求聚焦学
校、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重点机
构，瞄准“一老一小”重点人群，盯
紧节假日和大型活动等关键节点，
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及时发现
并有效处置聚集性疫情；持续加强
公众健康宣教，统筹做好新冠、流
感、肺炎、麻疹、百日咳等呼吸道传
染病相关疫苗研发和接种工作，进
一步提高重点人群免疫水平等。

在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
病防控行动方面，方案要求深化艾
滋病社会综合治理和综合干预，遏
制经性传播，控制注射吸毒传播，
推动消除母婴传播；持续扩大艾滋
病筛查和抗病毒治疗覆盖面，提高
检测和治疗质量；加强药品供给，
落实医保政策，提高治疗可及性，
做好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的
有效衔接，进一步降低结核病、艾
滋病、丙肝患者医疗费用负担等。

根据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政策
解读，下一步，国家疾控局将会同
有关部门督促各地抓好工作落实，
加强实施进展监测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