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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解读与反思
徐松林

摘 要 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与教育使其成为符合国家要求的公民，是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人类不断繁衍生息的根

本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与实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可说是作用极大，但也有不足。本文尝试解读与分析这部

法律的成功与不足，并从法律与教育的角度兼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问题。

关键词 未成年人保护法 未成年人教育 法律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2-078-02

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内涵与制定历程

（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内涵

《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广义各狭义之分，广义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

义的《未成人保护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保护未成人

的专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 1991 年 9 月 4 日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1991 年 9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公布，自 199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下午表决（154 票赞成，2 票弃权）通过了修订后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新法共七章 72 条，约 8000 字，自 2007 年 6 月 1 日

起正式施行。修订的原因：一是时代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二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如城市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未成年人网瘾、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低龄化等），需要通过修改法律来解决。三是社会各界要

求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呼声较高。

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六大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受教育

权、平等权。其次是三大原则：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

成年人身心发展品德、智力、体质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

合。再次是四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

护。社会保护内容条款最多（共计 23 条），也印证了前面所说的

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社会因素的复杂性、重要性。

（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主要特色

1．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的各种权利，既符合国际公约又

体现中国国情。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这是

对《儿童权利公约》有关规定的概括。新法突出保障未成年人受

教育权。学校不得违法开除未成年学生，不得歧视。未成年人受

教育权是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应着重强调，这主要与国情有关。

如何解决外来工子女就学，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已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并把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写入法律中。

2．着力解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既注重普遍问

题又注重特殊问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不可能通过修改一次法律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抓主要矛盾、解

决突出问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重点。比如，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问题。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未成年人学习

和娱乐开辟了新的渠道。为了既发挥网络对未成年人成长的积

极作用，又尽可能避免网络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修订后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从“堵”和“疏”两个方面作出规定：“国家采取措施，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网络产品，推广用于阻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新技术。”

3．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既强化“四大保护”

又体现了政府保护为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

艺军，在 2008 年 4 月 1 日开幕的“社会变迁中的未成年人保护制

度建设研讨会”上认为，新法最大的进步就是把《国际儿童权利公

约》的三大原则之一——儿童优先保护原则纳入到了自身的司法

原则之中。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政府责任尤

为重大。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有利于形成政府

主导、司法保障、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

4．全方位司法保护给未成年人以司法人性关怀。本着对未

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修订案规定的司法保

护处处体现着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关怀。修订案规定：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

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

指定专人办理。修订案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救助流浪乞

讨儿。

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不足之处

（一）配套法律不完善且不太实用

未成年人的保护涉及到多个领域，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义务

教育法》，《教师法》等都与未成年人的保护有关。现代的法律是

权利法，而不是义务法，因而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的是未

成年人的法律权利，但权力和义务密不可分。学生与有受教育

权，教师、学校作为教育一方，应该享有管教权。但是事实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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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对于教师拥有管教权只字未提。而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

未能找到管教权的条文。只强调其中的一方，偏废另一方，只会

导致权利义务失衡，最终损害权利的实现。另外，还有许多的法

条过于原则化，应制定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才能更加实

用。

（二）缺乏明确的执法主体是瓶颈

有关专家学者及司法实务界人士对这部法律的实施现状进

行了深入探讨后表示，缺乏明确的执法主体，是当前推行新《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最大瓶颈。针对这一“执法主体迷失”的瓶颈，皮

艺军教授建议，不妨在国家现有的体制中分设一个专门从事未成

年人保护的机关，以“混业管理”的方式来对所有关涉未成年人保

护的组织进行协调和推动。“为更有效地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

德国设有专门的少年福利局，美国司法部设有少年司法与犯罪预

防办公室，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

会嵇昆梅会长认为，如何把分散的力量握成一个拳头，来加强对

少年儿童的保护力度，是当务之急。

（三）道德化有余而法律精髓不足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

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在这条法律

条文背后，隐藏着立法者的生命价值观。生命的价值是无价的，

人人生而平等，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这应该是

人类的普世价值。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

显然比成年人的生命价值要重，因而才能得出一个必须优先救护

的结论。按这个条文的逻辑，人生命的价值与年龄成反比。我们

可能会得出年青的比年老的命更重要这一悖论。我们要正确理

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有些道德性的东西如果硬性上升为法律可

能会导致法律精神的缺失。

（四）过于理想化有脱离实际之嫌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的教职工应当尊重未成年

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有其他

侮辱人格尊严的言行，违者最高可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

护法》将未成年的学生摆在弱势地位，认为教师与学校是强势地

位。因而法律中的多条规定都意在规范学校和教师的行为。教

师屡禁不止的使用体罚的手段，除个别情况外，正是因为规范惩

罚措施的缺失。《未成年人保护法》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规定难以

管教的未成年人的权利。不禁会使人理解成：未成年人保护法保

护的是不良少年的权利，至于普通学生的权利则被摆到了次要的

地位，因而有过于理想化的味道。

四、反思与对策

“徒善不足为政,徒法不足自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上述

不足反映未成年人的真正保护除法律外，便主要是把教育落到实

处。因为法律往往具有滞后性，而教育却具有超前发展性。面对

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只用法律是行不通，而要加强未成年人教

育，综合治理才能达到良好效果。

（一）完善立法，重在落实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不足，我们的法律应面对现实，不能

过于理想化；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使其能把法律落到实

处；要有明确的执法主体与执法机构，从而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及

时保护。

（二）重视教育，防范在先

笔者认为应当重点抓住以下几方面教育，才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

1．重视家庭教育问题。众所周知，父母堪称儿童的第一任教

师。家长的素质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现实性大量案件表明，

家长的素质高低与未成年人的保护与教育是有很关系。父母的

言行举止，家庭的环境氛围，都会使未成年人受到潜移默化的正

面或负面的影响。家长的教育方式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特异

家庭问题更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生都极大的影响。

2．重视学校教育问题。学校教育对未成年人的茁壮成长更

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进行青春期教育、性教育、婚恋教

育。未成年人有逆反心理与好奇心理，与其遮遮掩掩，不如光明

正大的正面教育。欧洲的瑞典、芬兰和挪威，开展性教育的时间

比较早，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都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教育内容和体

系。当然，我们要根据中国国情进行适当借鉴。其次，正确对待

体罚与惩戒。过分体罚不可有，必要惩戒不可无。《未成年人保

护法》明确了学生的受教育权而没有明文规定教育者的管教权无

疑是一个不足。好在不久前，教育部明确中小学班主任有权批评

学生，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和利好事情。当然，根据程序正当的

法律原则，教育者在对学生进行规训与体罚时，应注意做到目的

正当、程序正当、手段适度、场合适宜。

3．重视网络教育问题。电脑网络隐患问题是未成年人成长

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将现实生活中的挫败感重建为网络虚拟

世界中的成就感才是成瘾的根源。了解了网络成瘾的内在心理

动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建现实成就系统才是关键。应对

措施是国家应尽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法。现有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所涵盖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包括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保

护的内容。2009 年 3 月 31 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互

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规定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电视

剧、动画片及理论文献影视片，一律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这对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无疑是有益的。

五、结语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从《未成年人保

护法》的制定与实施有差距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

试金石。再华美的法律条文如果与现实差距太大，那将是一纸空

文。唯有把法律与教育放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中，才能真正保护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促进他们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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