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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AA_E6_88_90_E5_c25_20649.htm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日趋增多，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全社会广为关注的焦

点问题。作为公诉机关，如何在办案中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挽救和教育未成年人，建立符合司法制度运作规律、

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体现司法改革价值目标的未成年人

案件公诉制度，对我们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

护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一、现行未成年人公诉制度的运

行状况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公诉制度，主要通过《刑事诉讼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

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

定》、《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

解释》等有关规定，构建了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公诉制度。 

（一）未成年人犯罪公诉制度的成功做法。一是寓教于诉。

坚持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贯穿于整个公诉活动

过程之中，加强了诉前、诉中教育及诉后帮教工作，预防和

减少了重新犯罪。比如制定办理未成年犯罪的工作细则，成

立“青少年维权岗”及专门办案小组等都是很好的作法。二

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综合治理。很多地方都逐渐加强了对

未成年人经常涉足的公共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以及学校周边

秩序的整治，努力减少了社会消极因素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

响，建立起了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文化生活空间。三

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会帮教。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帮教责



任制，同时还成立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卫生保健、医疗、咨

询机构，这些均有利于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矫正错误和不良行

为，使其不致走上或重新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达到预防和控

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公诉制度存在

的问题。一是法律规定相对滞后。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制定

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缺乏能够有

效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法律体系，未规定未成

年嫌疑犯可以替代的强制措施或刑罚处罚之外的司法处罚制

度。另外对一些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在

具体的操作规范中不够明确，犯罪预防难于形成各方合力。

二是政策把握不尽统一。就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言，很多时

候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认定、对相对不诉条件的

掌握，普遍存在执法不统一的情况，也直接影响起诉环节对

个案的实质性处理。另外由于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

缓刑制度，造成实践中各地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标准

把握不清。三是检察机关在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定位模糊。综

合治理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我国特有的一项

刑事政策，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就应从普遍教育、系

统预防、综合矫治三个方面入手，但如何合理调配力量，如

何更好地协调其他社会力量，检察机关处于何种地位，怎样

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需要认真探讨解决的问题。 二、未成

年人犯罪公诉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健全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分案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在不影响正常

诉讼的前提下，应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提起公诉、法院

分案受理。鉴于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涉嫌犯

罪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往往出于忌讳，不敢在庭审中



指证其罪行，很难保证国家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的司法程序保

护。推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诉制度，将更有利于有针对性

的教育、挽救、感化工作。同时，也能更加准确地追究同案

的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诉讼权利告

知制度。为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除告知其所

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及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法定从轻、减轻

情节外，还增加了如实交代案件事实等酌定从轻情节。这样

通过书面形式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相关的法律规定一目了

然。使未成年被告人充分了解自己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权利

，既依法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为在庭审时促进其真

诚悔罪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亲属会见

制度。刑诉法没有规定亲属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从

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适当安排亲属会见有利于

未成年人犯认罪伏法，有利于教育挽救。因而我们建议确定

一定范围内的犯罪嫌疑人亲属可以在不影响案件诉讼情况下

，有会见在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四）建立未成年

人犯罪不起诉制度。制定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的标

准，以强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对未成年人不起诉决定给予保密，严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

披露报道，不给确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留下污点。 （五）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讯问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的讯问，根

据该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

取最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一是在讯问中有针对性的

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到场。二是在讯

问时采取通俗、简单的语言，尽量不用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

，更不将问题搞复杂化。三是在讯问中注意语气、语调和提



问的方式，做到文明执法，客观、公正、理性地引导未成年

人认罪服法。 （六）建立社会调查制度。社会调查制度是指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社会调查，听取其父母或

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的意见，对其学校、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等有关人员和

组织进行走访调查，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工作，为办案提供

参考，并综合作出是否不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决定。 （

七）对未成年人犯罪试行暂缓起诉制度。未成年人犯罪暂缓

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具体体现，如果犯罪

嫌疑人有实质性的悔罪表现，本着挽救和教育未成年人的原

则、结合具体案件和实体法规定，确定相应的考察期，考察

期满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作出不起诉决

定的一项公诉制度。暂缓起诉实质上是在起诉和不起诉之间

增加了一个缓冲期，对不起诉附加了在一定期限内进行考察

的条件，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慎重

性，同时也体现了检察机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人性化，使刑

事诉讼符合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八）对未成年人犯罪适

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公诉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应充分阐述

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对于犯罪情节较

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

从犯；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

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

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都当庭提出适用缓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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