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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起责任。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意识，

他们的犯罪主要是“我们做得不

好”。 

保护是前提，但必须要明确——

保护不是盲目保护；保护一定是多

向保护，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人，

也要保护被害人，还要兼顾社会大

众；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也体现

了法律的宽容，但宽容绝对不是纵

容。

这就势必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

比如对那些未满 14 周岁，不需要承

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犯了严重的

罪行怎么办？这就要讲到我们最近

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是

课题组的执行副组长。这个课题在

2016 年年底启动，当时叫《未成年

人入罪问题研究》，目标是制定未

成年人入罪的标准体系。 到 2017 年

年中，我们形成了前期的研究成果，

包括文献研究的报告等。后来因为

一些客观原因，这个课题暂停了大

约两年，今年 9 月份又重新启动，

并全面推进。面对现在遇到的一些

现实问题，包括两法正在修订，我

们将课题做了调整，叫“未成年人

刑法问题研究”，目标直指未成年

人刑事立法。

《新民周刊》：将来要单独为

未成年人新立一部刑法？

苗伟明：现在迫切需要从程序

和实体两个角度立法。

第一部叫 “未成年人司法法”，

就是一部程序法。我们是在新刑事

诉讼法设置的未成年人专章的基础

上，希望把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

希望研究一个有别于成人刑事诉讼

程序，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

讼程序法。这个工作目前由最高检

牵头在做，已经列入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而我们在做的就是“未成年人

刑法”，就涉及入罪实体标准了。

我们希望形成未成年人刑法的立法

调研报告、未成年人刑法立法建议

书和未成年人刑法立法说明。第一

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尝试性的成果。

我们这个课题是国家决策层面的，

有了雏形之后肯定先要在一些省市

进行试点，然后再形成法典。

这部法最初采用的是一种立体

式的构建模式，即分三个层次。第

一层叫“一般”，即涉罪未成年人

入罪的一般情形、一般适用原则和

一般适用标准，类似于刑法总则。

第二层叫“具体”，即常见犯

罪类型，如“两抢一盗”、寻衅滋

事等的具体适用情形、具体适用标

准，类似于刑法分则。

第三层叫“特别”，即对目前

社会特别关注的或最近几年出现的

新情况的一些特别规定。比如，未

满 14 岁实施严重犯罪的人，要不要

去入罪，如何处罚；14 岁 -16 岁，

犯了严重的罪，是不是要从重从严

处罚……即对特殊情况的特别适用

情形、特别适用原则和特别适用标

准，类似刑法的特别规定。

这种做法其实是在教育、挽救、

保护的前提下，实现宽容不纵容、

理性保护的价值取向，并据此回应

社会关注。

《新民周刊》：在 您 看 来，

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不切实际

的？

苗伟明：不是不切实际，是没用，

这是“治标不治本”。从某种角度

来说，只是为了安抚老百姓的愤怒

而已。难道 10 岁杀人，降到 10 岁，

8 岁杀人就降到 8 岁？这样不能解决

问题。还是那句话，对于未成年人，

保护是大前提。即使他们犯了再严

重的罪，主要责任还是我们。

《新民周刊》：所以，在您的

课题中，对监护人有什么要求，会

有惩罚吗？

苗伟明：就在特别规定里会出

现，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肯定会出现。

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必须要承担起来，

如果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就必须付

出代价。（现在对监护人有没有具

体的规定？）在刑法这个角度上是

没有的，其他规定也不是很具体，

没标准。

《新民周刊》：目前，该课题

出成果的时间节点定了吗？

苗伟明：这个课题最快完成时

间是两年，就是 2021 年的年底。明

年我们将出几个阶段性成果。

第一个是文献综述，就是对我

们整个研究的研究。第二个是部分

认证报告，即部分立法调研报告。

第三个是刑法小模型，让相关领导

看 一 看， 再 进 行 半 年 的 试 点。 到

2021 年的年底，最终形成一个完整

的成果。

《新民周刊》：在课题实施的

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中国少年司法已经走过 30 多年，现在我们所谓的少年
司法，就像一个穿着童装的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