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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未成年人是祖国“八点钟的太阳”，承载着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当下，未成年人所面临的诸多问

题愈发复杂多变，因此，构建一个健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显得尤为迫切且至关重要。文通过分析未成年人保护的现状、法
律体系的构成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以期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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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的维护亟

需法律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有力的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未
成年人面临的各种问题日益复杂，如校园欺凌、网络成瘾、
性侵害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还对社
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潜在威胁。所以，构建怎样的未成年人
法律保护体系对于未来国家的人才储备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
要。

一、未成年人保护的现状
（一）社会环境的变化
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为未成年人带来了海量的信息资源，

然而，这一便利也伴随着诸多潜在风险，例如网络暴力、网
络成瘾以及不良信息的传播等。由于未成年人往往欠缺足够
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他们更容易遭受网络不良信息的伤
害。校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关键环境，本应是安全与和谐
的场所，却也面临着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等问题的挑战，这
些问题严重威胁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因此，进一步明确
并落实学校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责任与义务，显得尤为迫
切和重要。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首要环境，但不同家庭的教育方
式和经济条件存在差异，部分家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不
足，导致未成年人在家庭中受到忽视或虐待。部分家庭由于
父母离异、外出务工等原因，导致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出现缺
失或不足的情况。不过，随着法律宣传和教育普及，越来越
多家长意识到监护职责重要性，开始注重与孩子的沟通和情
感交流，关注其身心健康。学校逐渐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预防校园欺凌、暴力等行为。但仍
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学校为减轻管理负担，对品行有缺点
的学生放任自流，或过度加重学生学习负担，侵犯其休息娱
乐权。社会各界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有所提高，在《2024
抖音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抖音报告中，展示在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举措和成果。但社会环境仍存在不
良因素，如网络上大量存在不健康信息，新兴娱乐业态如电
竞酒店、桌游吧等容易存在监管死角，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受
侵害以及维权困难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抖音平台将青少
年模式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严格筛选和过滤风险内容，
有效防范潜在的风险行为，但网络技术发展快，新问题不断
涌现，如网络诈骗、“隔空猥亵”等，给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带
来挑战。司法机关采取有力举措，多次公布未成年人保护相
关典型案例，公益诉讼溯源治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问题。

（二）法律保护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条例》为未成年人保护核心法律，涵盖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法律等多层次，全面化的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法律体系。2024 年 9 月 27 日的最新司法解释对未成年
人在校被侵权学校的责任承担作出规定：对于 8至 18岁的学
生在校内遭受校外人员造成的人身损害，应由直接侵权的第
三人承担首要责任，教育机构则承担补充责任。在第三人责

任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教育机构需先行承担责任，随后可向
第三人追偿。若损害是由学生之间的侵权行为引起，学校是
否承担责任需依据其是否履行了教育管理职责来判断。因学
校设施问题导致未成年人损害，学校需承担过错侵权责任及
相应的举证责任。

《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
施行，该条例共分为 9章 71 条，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
政府以及司法保护等多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进行了
详细规定，针对家庭教育、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新经济新业
态监管等问题明确部门职责，完善制度措施。司法机关在未
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方面积极探索，发布多项指导性案例和
意见，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推动“三审合一”取
得实质化进展。最高法强调对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犯罪的
未成年人，审判既要惩戒也要挽救教育，目前人民法院已审
结相关案件 4件 4人。

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构成
（一）宪法与专门立法层面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责任

义务。未成年人作为公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然享有宪
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生命权、健康
权以及受教育权等。宪法为未成年人的保护提供了最高层级
的法律依据，并明确指出国家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致力于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为了
具体落实宪法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要求，国家进一步制定并
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专门用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的基本法律，涵盖了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司法等多个层面
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主要目
的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该法明确
了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方面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
具体职责，并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矫治以及惩处
措施。《义务教育法》则保障了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时的权
利，规定了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在义务教育中应承担的
责任和义务。

（二）相关法律层面
《刑法》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设定了严厉的

处罚措施，包括虐待罪、遗弃罪、拐卖儿童罪、猥亵儿童罪
等。通过刑事制裁手段，旨在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合
法权益。《民法典》则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并
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与义务。《教育法》确保了未成年人享有
接受教育的权利，并规定了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在教育
方面的责任与义务。该法强调了教育的公平性和普及性，以
确保未成年人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国务院还制定了一系列
行政法规，例如《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和《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在劳动保护和网络保护等方面，对未成
年人的权益保障进行了详尽且细致的规定。各地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某市未成年
人保护条例》和《某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等，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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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并落实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
三、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体系的不完善
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

规，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立法仍有空白之处。例如，对于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校园欺凌的界定和处罚等方面，缺乏详
细的法律规定。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刑法》在某些
条款上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执
行。

众多关键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定分散于各类部门法
中，主要依附于以成年人为中心的条款，未能充分考量未成
年人的身心特征。这些规定大多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统领、
衔接与配合，其内在理念与逻辑亦不完全一致，导致了一些
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况出现。

（二）执法力度的不足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执法力度不足是一个突出问题。

我国目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特别是在
侦查、逮捕、起诉、审判等环节，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特点的
特殊保护措施。虽然在刑事审判方面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
但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对案件的侦查、
逮捕、起诉方面没有特别规定。目前，我国的司法保护体系
主要侧重于刑事领域，而在民事、行政以及治安等领域的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相对薄弱。例如，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人格
权、名誉权、姓名权等民事权利经常被侵犯，但缺乏有效的
法律保护措施。此外，商家和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以及允许他们进入歌舞厅、酒吧、游戏厅、网吧等场所的行
为，也缺乏明确且具体的惩罚措施。

（三）社会参与的不足
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普遍较为薄弱，缺乏主

动参与的积极性。例如，部分家长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不
足，忽视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监护责任；部分社会公众对
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缺乏关注，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
视而不见。此外，社会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中所发挥的作用
也较为有限。例如，一些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因缺乏资金和专
业人才，难以开展有效的保护活动；一些社会组织与政府部
门之间的沟通不畅，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当未成年人
权益受损失家长往往会因为社会的不良影响以及打着为孩子
好的态度不选择用法律解决，也不会有积极的维护未成年人
权益的态度，这往往会导致未成年人心理受伤。

四、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体系
为填补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立法空白，应迅速制定并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明确
网络保护的具体措施及法律责任；制定《校园欺凌防治条例》，
细化校园欺凌的定义与处罚办法。同时，对现行法律法规进
行全面梳理与整合，解决法律冲突和不协调问题。比如，进
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确保
在实际操作中能够有效执行。

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以及《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为核心，覆盖家庭、
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和司法等多个保护领域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律体系，为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面而坚实的
法律保障。各地亦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诸如北京、上
海、广州、四川、江西、云南、贵州等地的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以及上海、广东、天津、江苏、安徽、广西、湖南等地
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进一步细化并落实
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提升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加强执法力度
执法部门应秉持严格执法的态度，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

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具体而言，针对校园欺凌、家庭暴

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以此形成强有力的威慑效应。同时，应构建多部门之间的协
调合作机制，强化公安、教育、民政、司法等相关部门的信
息共享与协同工作。例如，可设立未成年人保护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组织会议，共同商讨并解决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中的
重大问题，确保各项保护措施得以有效落实。

公检法及司法行政部门应依法履行其职责，以确保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这些部门需设立专门机构或指派
专人，专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专
业培训，使其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最高人民法院
已发布多起涉及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例如，
关于未成年人实施的与其年龄、智力不相匹配的支付行为的
法律效力问题，以及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纳未
成年人入住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这些案例不仅为司法
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同时也起到了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二）提高社会参与度
应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宣传教育

工作，从而提升社会公众的保护意识。例如，利用媒体、社
区、学校等平台，进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律宣传，增强
公众的法律意识。鼓励社会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积极发
挥作用，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具体措施包括：
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基金，用以资助社会组织执行相关
保护项目；同时，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
与协调机制，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关键环境，父母及其监护人应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确保未成年人的人身与财产权益得到充
分保护。《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家庭教育主体在未成年
人保护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法律责任，凸显家庭在未成
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学校有责任强化对未成年人
的教育与管理，积极预防并制止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
的发生。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依据，学校应加强
对校园未成年人的教育与监管，培养其良好的社会习惯。
社会各界应携手共进，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凝聚
成强大的保护力量。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社会组织应积
极提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支持服务，并深度参与未成年
人保护的各项活动。

结论
构建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涵盖

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以及司法等多个关键领域。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变迁，未成年人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亦在不断攀升，这使得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持续完善
与强化变得尤为关键。通过优化立法架构、加大执法力度以
及提升社会参与度，能够有效应对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现存的
问题，为未成年人的茁壮成长筑牢法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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