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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日红编写的《中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比较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价值分析等
方法，对中俄两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演变、规制模式、刑事政策与实现形式问题进行研究，使
读者了解俄罗斯联邦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法律制度及相关法律理念，并通过比较分析，反思我国的相关
制度，以促进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立法的完善。
研究的重点则主要放在：“中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立法演变研究”、“中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规制比
较研究”、“中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比较研究”、“中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实现方式比较研究”四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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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上述方针的错误对于审判人员与检查人员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失去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
用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可能性，法院经常对未成年人适用刑期较短的刑罚，由此引起了不良的结果，被
判刑的未成年人通常与成年罪犯关押在一起或者与被判刑的同龄人关在一起，当他们刑满释放后，与
判刑前相比，带着很大的来自观念的，习惯的、习俗的心理负担。
针对这种情况，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总结了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后，于1936年4月15日颁布了《关于改
善同未成年人犯罪作斗争的决定》，该决定建议法院在决定未成年人刑罚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对这
个年龄的人，只有在他们实施对社会有特别危险的犯罪时，即主要针对累犯或者多次从儿童强制机关
逃跑的人，才能适用剥夺自由。
”这个决定为法院对未成年人广泛适用剥夺自由以外的其他刑罚方法提供了可能性。
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检察院根据这种可能性限制追究已满12岁、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据此，基本控制了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数量继续增长的现象。
重要的是，1941年前被判刑人的数量，与1931年比较而言，减少了50%。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造成了同未成年人犯罪作斗争的新问题。
在集中全部人力物力满足战争需要的同时，苏维埃国家仍不遗余力地挽救青少年一代。
例如，1942年1月2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安置孤儿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在地方苏维埃执行
委员会下设孤儿安置委员会，来照顾那些失去父母的儿童。
同时增加了孤儿院和收容所的数量，建立了苏沃洛夫学校。
这一系列的措施的实施，避免了再次出现20世纪20年代初儿童流离失所的局面，从此，青少年犯罪的
比例也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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