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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低龄恶性犯罪案件引

起人们关注。不满14岁不管犯多么

严重的罪也不能入刑，未成年人对

此有清醒的认识，甚至杀人后在班

级群发表“我虚岁14”等挑战刑法的

言论。公众对于“降低刑责年龄”的

呼声越来越高。如今，新修订的《刑

法》第十七条中明确规定：“已满十

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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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

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降低刑责年龄能有效遏制低龄

犯罪吗？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

于全省率先建立未成年人检察机构，

该院副检察长丛林从事未成年人犯

罪检察工作十多年，他分析，降低刑

责年龄，一方面可以增加“威慑力”，对

未成年人群体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犯罪程度严重，经

最高检核准入刑的特殊未成年人，能

够让他们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接受矫

正。同时，对于不入刑的未成年人也

需要通过有配套措施进行矫治教育。

新修订的《刑法》第十七条中还

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

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

专门矫治教育。”

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则进一步明确，“省级人民政府应

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至少确定一

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分班级等方

式设置专门场所，对前款规定的未成

年人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在这种背景下，成都市第五十

二中，一所成都市唯一的专门学校

（成都市工读学校转变为承担部分

矫治教育功能的专门学校）。校长

程鹏强介绍，以前，学生进入80年代

工读学校需要经过家长、恢复办学

时，学生入学由原学校、和家长提出

申请，经公安部门“三同意和教育局

批准，后改为学校、家长和学生“三

自愿”，如果家长或者学生一方不同

意，那么这部分“问题孩子”就没人

管得了无法进入专门学校，就不能

得到教育矫治与帮助。按照新修订

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问题孩

子”进入专门学校有两个来源：可以

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对

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家长觉得无

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也可以自愿

申请。在自愿的基础上就大了强制

保护的力度，更有利于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

《《刑法刑法》》修订修订：：最低刑责年龄下调至最低刑责年龄下调至1212岁岁——

““入刑入刑””只是手段只是手段，“，“矫治矫治””才是目的才是目的
■ 记者 胡敏

2020年12月2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

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作出调整。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故意杀

人等犯罪，将不再是刑事“免责人群”。“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

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

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

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同一个会议上，修订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下称《预法》），条款由51条增加为68条，突出了“预

防为主，提前干预”。

降低刑责年龄能有效遏制低龄犯罪吗？如何预防孩子成

为“问题少年”，还校园一个安全、清净之地？我们邀请成都市

武侯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丛林、成都市第五十二中学校长程

鹏强做解读。

如何不让孩子成为“问题少年”，如

何营造安全、法治的校园环境，如何培

养孩子的法制意识，两位专家给老师和

家长支招。

1.不让孩子成为“问题少年”，家长

可以怎么做？

丛林：家庭教育不要缺位，也不要

越界。很多“问题孩子”的产生是由于

缺爱，所以，家长教育孩子不只是“吃饱

穿暖”，要履行好自己的教育职责，《未

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家庭教育内容的指

导，尤其要关注孩子的思想和行为习

惯。还有一些“问题孩子”的产生是由

于父母“越界”。所以，家长要把孩子当

作独立的个人，尊重孩子的想法和独立

的空间。爱不能多也不能少。

程鹏强：让孩子对家庭有归属感，

家长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学习科学的育

儿方式，注重言传身教；给孩子足够的

陪伴；和孩子一起成长，如果有可能，最

好有家庭共同阅读。

2.学校怎样营造一个安全、法治的

校园环境？

丛林：学校给孩子创造法治氛围。

学校依法治校、教师依法执教，给学生做

出示范，营造公平、民主的氛围，给学生

表达和参与的机会，而不只是被动执行。

学校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加强德育

教育，对学生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

不要孤立、冷落这些孩子，积极了解原

因，联合家长及时解决。

程鹏强：教师不仅要教书，更要育

人。关于怎样预防学生成为问题孩子，

教师要特别关注自己学生与家长的关

系怎么样，跟观察家长与孩子的相处是

否和谐，善于发现孩子的异常表现，及

时提供支持。

3.如何增强孩子的法律意识，让他

们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丛林：幼儿园时期，是孩子自我保

护、规则意识的形成期，教孩子哪些事不

能做，比如不和陌生人说话、不给陌生人

开门、不能闯红灯、打架等。八九岁时，

可以给孩子讲什么是法律，以及日常行

为规范。到了小学高年级以后，就应该

让孩子接受普适性的法制教育，和孩子

一起读读《宪法》《民法》《刑法》中与未成

年人相关的段落，以及《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内容。

家长还要警惕环境给孩子带来的

不安全因素。现在交友软件上的摇一

摇功能、陌生人好友，以及网吧、KTV
等场所，容易成为孩子“拉帮结派”的开

端，而孩子往往是一个人不容易做出格

的事，但是有了小团体就容易互相怂

恿。武侯区检察院正在谋划通过检察

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撬动各方力量，

共同针对上述情况进行治理。家长也

要给未成年人提个醒，不去相关场所、

不使用相关功能。

根据 《预法》，专门学校要对

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进行分级

分类教育。程鹏强说，这也解决了

部分“问题孩子”无人管教的问

题，以前学校只能接收行为习惯不

好的学生，或者极少数轻微违法、

且无暴力倾向的学生，犯罪较为严

重的都不敢接，如今，有了分级分

类管理，这部分还构不成入刑但有

严重暴力倾向的学生就可以通过指

定的专门学校，或者在专门学校内

部设置单独的校区等方式进行闭环

管理。

有学者表明，未成年人犯罪不

能“一关了之”，他们对社会、对

他人的偏激情绪、对世界的错误认

知如果不能化解和转化，依然会出

问 题 。 这 一 点 丛 林 非 常 赞 同 ，

“‘入刑’只是手段，‘矫治’才

是目的。”未成年人的未来还很

长，如何让他修正认知偏差、以后

不再犯罪，顺利地回归学校、回归

社会才是根本目的。

让“问题孩子”受到适合的教

育，顺利升学、顺利融入社会也是专

门学校的办学目标。程鹏强说，专

门学校要给孩子提供两方面的教

育：一是通过心理关怀、专业陪伴等

方式转变孩子的思想和行为；二是，

给孩子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知识和

技能，帮助孩子融入社会。“有了知

识和技能，孩子将来才能融入社会，

真正走入正轨。”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预防

永远需要走在矫治和处罚前面。

“虞犯少年”是日本“少年法”中

的一个名词。指的是现在没有违法

犯罪行为、但从其性格与环境及行

为发展趋势来看，将来可能违法犯

罪的少年。丛林认为，一些轻微违

法但又没上升到犯罪的就是需要重

点关注的“虞犯少年”。

新修订的《预法》，体现了防微

杜渐的思想。将吸烟、饮酒、旷课、

与社会上具有不良习性的人交往等

不良行为有明确界定，并要求父母、

学校、相关部门进行干预。

丛林认为，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父母是第一道防线，学校是第

二道防线，专门学校和司法机关是

第三道防线。“90%的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都有家庭原因。”丛林说，

家庭教育缺失或者家长的越界是未

成年人走向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之

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都体现了

“国家监护”的理念，聚合各部

门、专门学校等力量，代替家长行

使一部分监护职能，同时指导家长

科学地教育孩子。

程鹏强说，家庭中没有温暖的，

或者没有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

孩子始终就想往外跑，他们。孩子

的价值观不稳定，，判断能力也有

限，特别是要生存，就容易受社会上

复杂的人、事、环境的不良影响，最

终成为“问题少年”。家长要重视和

孩子的沟通，对孩子提供心灵的成

长的引领、庇护与支持，。“家庭要让

孩子有归属感，学校只能管孩子几

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

终身的老师。”

不让孩子成为“问题少年”，学校、家庭可以这么做

专 家 支 招

降低刑责年龄可以增加“威慑力”“强制性”

90%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有家庭原因

未成年人犯罪不能“一关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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