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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4_B8_BA_

E6_9C_AA_E6_88_90_E5_c122_484187.htm 据报道，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26日宣布，在制订《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

案）》的过程中，将专门听取全市青少年对法案的意见和建

议。这是上海市人大50年历史上首次邀请未成年人参与地方

立法工作。这一“蹲下来立法”的举动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

人权利的尊重，而聆听未成年人的声音也有利于为未成年人

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成长的法制环境。 不可否认，我们的

社会规则和法律规范都是由成年人来制定的，而在以往对未

成年人立法时，成年人往往是居高临下，几乎没有“蹲下来

倾听未成年人声音”的习惯，从而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有时

并不真正地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有利。由于上海的这次立法的

直接保护对象是未成年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讨论中决定

听取青少年们的声音，他们认为，“一定要听取未成年人本

人的意见，而不能和保姆一样代他们思考问题。”我觉得上

海市人大常委会这种“既把孩子当孩子，又不把孩子当孩子

”，蹲下来立法，有意识地在法律法规中减少成人意识，增

加未成年人的意见的做法，是一个开明之举。 而从对未成年

人立法本身来讲，如果我们只注重听取成人们的意见和观点

，却没有听取未成年人的声音，而立法所针对的主体又是未

成年人，这样我们所制订出来的法律法规就难免有失偏颇。

同时，如果立法没有来自未成年人群体本身的意见表达，比

如他们对网络色情、暴力游戏的看法等等，那么制订出来的

法律法规所向社会传递的也只能是一种残缺意志，或者说只



是成人的意志，这种成人意志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对未成年人

的成长起到保护作用。 有人说，在决定一个群体的命运时，

假如我们不让这个群体发表任何意见，这是典型的强权逻辑

。对此观点我们表示认同。如果对未成年人立法的过程中，

只有成人的意见和观点，而未成年人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

己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订过程中，从而缺少未成年人的

声音，这种情况下制订出来的法律法规就很可能会出现上面

所说的“强权逻辑”的情况，这样的法律法规由于只是“成

人的意志的体现”，因而我觉得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保

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法律法规，这样的法律法规甚至会有可

能异化成成年人干涉未成年人私人空间的“保护伞”，对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所以，要想真正为未成年人创

造出更加人性化的法制环境，在对未成年人保护立法时就要

以“未成年人”为“本”，以未成年人为中心，能够真正地

“蹲下来”听听未成年人的声音，让未成年人感觉到社会对

他们的权利的尊重，不仅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制

订，而且也能更好地实现立法的初衷，真正行之有效地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