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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岁女童摔婴引刑责年龄之争

专家建议启动调研以确定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是否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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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重庆市长寿区被
10

岁女
童李某某摔打重伤的

1

岁男婴原原，在
顺利进行开颅手术后从监护病房转入
普通病房， 逐渐进入功能康复治疗阶
段。

在这个好消息背后， 整个事情
的进展却远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虽
然警方不予立案侦查， 原原状告女
童及其父母和物业公司的民事索赔
案件却已获得法院受理。

事件本身的热度似乎正在消
减，但围绕“是否该降低刑责年龄”

的争论还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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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根据儿童生理发育及
认知能力状况等， 国际惯例大都采
用

14

岁为最低刑责年龄， 我国
1979

年颁布的刑法也将
14

周岁作
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事实上，自
2003

年至今，每发生
一起未成年人恶性伤害他人事件，几乎
都会引发关于是否该降低刑责年龄的

争论。近年，随着犯罪越来越低龄化，刑
责年龄之争也越来越引发关注。

去年
11

月下旬，由中国预防青少
年犯罪研究会主办的“为了明天———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论坛”上，中国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路
琦介绍， 在发生犯罪行为未成年人
中，

14

岁
～16

岁年龄段所占比重在

逐年提升，至
2013

年已突破
50%

，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 她
同时透露，根据最新调查，未成年人
犯罪中，

83.6%

为共同犯罪。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系
教授李玫瑾表示，

12.2

岁为青少年出现
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

13

岁
～14

岁则

为不良行为发生高频区。

要不要降低刑责年龄？ 有一种
观点认为， 我国刑法是

20

世纪
70

年代颁布的，其后虽然历经修改，但
对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部分都没有
变动。从刑法颁布至今，社会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所以法律也应该根据
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作适当调整。

但另一种观点却认为， 降低刑
责年龄并非是一剂良药。 “据我了
解， 业界大部分人都不赞同降低刑
责年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
说，一个未满

14

周岁的孩子进了监
狱，是被改造的可能性大，还是被交
叉“污染”的可能性大？

他表示，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
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仅仅依赖刑法
的惩罚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法
律不是针对个别特殊现象制定的，而是
讲究一个平均值、普遍性”。

刑责年龄之争
犯罪心理学家表示，

12.2

岁为青少年出现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

13

岁
～14

岁则为不良行为发生高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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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
4

日夜里
11

时许，

重庆卫视一档节目在网上流传开
来， 内容是一段拍摄于

11

月
25

日
下午的小区监控视频： 一个看上去
十来岁的女童，在电梯内摔打、猛踢
一个

1

岁多的男婴，在电梯升至
25

层后，女童将男婴扔出电梯，随后又

拖着孩子消失在监控盲区。

男婴随后被发现满身是血躺在
楼下，之后警方证实，是当事女童将
男婴抱至家中阳台栏杆上玩耍，致
男婴从

25

楼坠下。

愤怒的舆论在第二天席卷各大媒
体、网络，有网民指责这名女童罪大恶

极，称其为“恶魔”，要求严惩。就在人们
满心期待警方能伸张正义时，却传来了
警方不予立案的消息。 据称，这名女童
年仅

10

岁，还是一名小学生，尚未达到
国家法定的

14

岁的刑事责任年龄。

有媒体报道称， 当事女童在事
发后随其母亲去了新疆， 警方未有

阻拦。

12

月
20

日， 摔婴女童的父亲
李某通过央视新闻公开了女儿的道歉
信，信的大致内容为：“我是李某某。 那
天我不该打小弟弟。在家里和小弟弟玩
耍时狗狗叫了，小弟弟掉下去了。 让叔
叔阿姨伤心了，请叔叔阿姨原谅。”李某

在道歉信上添加了几句话：“我作为父
亲，我感到很意外。 我们全家人都感觉
很内疚，请对方谅解。 ”

迟来的道歉信并未获得众多网
友谅解。

“没有任何惩罚，也没有任何强
制措施， 这种可怕的恶行就这么处理
真的可以吗？”有网民愤怒质问，另有网
民开始反思追问当事女童的家庭环境、

父母教育等问题。刑责年龄是否该降低
再次成了网络上讨论的热门话题。

“恐怖”的视频
有网民指责摔婴女童罪大恶极，称其为“恶魔”，要求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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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降低刑责年龄，就必须
有大量的数据来证明未成年人认知
自己行为能力提前，如果提前，具体
是提前了多少岁。 ”洪道德表示，这
个绝对不能根据个案， 而是大量数
据普查测评得来的。

洪道德认为， 上述调查也不应
只是为期一年，而是应持续若干年，

“比如说现在的
14

岁的未成年人、

明年的
14

岁、后年的
14

岁，至少得

有个
3

年
~5

年的调查才行。这个调
查也绝不应该仅仅由搞法律的人来
进行，这是一个卫生问题、一个心理
问题”。 他表示，根据调查可以判断
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是不是真的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提高、提
前，如果确实提前，那就应该实事求
是地把刑责年龄降低。

“如果要降低刑责年龄，现在已
经可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洪道德

表示， 类似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总量
加起来相当惊人， 政府应对此给予
一个回应，不应该以个别案例、不具
普遍性为由不作回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专家
卫跃宁也表示， 不管最终是否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 但现在已经到了重
新研究和认真论证这一重大问题的
时候。

在刑责年龄降低尚不可行时，

重庆受伤男婴该由谁来负责？

“孩子犯罪，父母责无旁贷是第
一责任人， 一定要承担最严格的民
事责任。 ”洪道德说，社会目前对未
成年人危害性行为的认识不够全
面，受罪责自负的影响，认为孩子犯
罪跟监护人没有关系， 这是过去的
一个认识缺陷。

“事实上，孩子犯罪，父母只是
不承担刑事责任， 但一定要承担民

事责任。 ”洪道德说，法律在追究民
事责任方面不能手软。

在他看来，

10

岁女童摔打男婴
事件中， 当地公安机关就表现得很
软。 洪道德认为，

10

岁女童给另一
个孩子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这是
客观事实， 也是必须要解决的，“把
另一个孩子伤害成这样， 父母孩子
都该干吗干吗去， 等于给社会做了
一个非常坏的榜样， 会造成恶性循
环。 ”

洪道德表示， 至少该让天下父
母知道，“孩子犯罪， 是会导致父母
倾家荡产的”。

孩子犯罪谁之过
法学专家表示，至少该让天下父母知道，“孩子犯罪，是会导致父母倾家荡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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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摔婴事件发生后， 有媒
体报道称，摔婴女童的父亲李某
称自己和妻子平常打骂女儿，

“对其性格有影响”。 尽管后来李
某又否认自己打骂女儿，但舆论仍
普遍认为

10

岁女童的举动与家
庭教育不无关系。

尽管
12

月
20

日，李某通过
央视新闻公布了女儿手写的道

歉信，但据报道称，李某一家人
至今未去医院看望重伤男婴原
原， 只通过派出所支付

7.8

万元医
药费。

“金钱上欠缺可以理解，但道义
上的欠缺令人费解。 ”洪道德说，在
他看来， 重庆摔打男婴的

10

岁女
童， 其父母已不具备对孩子承担监
护责任的能力，“父母没有社会责任

感，这让孩子也很漠视。 ”

洪道德说，刑法虽然早有规定，

孩子作出危害性行为后， 首先是交
由父母进行管教， 父母没有管教能
力的， 由政府来进行收容管教，“但
这是远远不够的， 刑法在这方面应
进行修改完善”。

他认为，孩子作出危害性行为，

就是父母教育不够、 监管不到位造

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再交
给父母，父母有没有监管能力，不应
该由父母来声称， 而是应该由政府
或第三方对父母或监护人进行整体
评估和评价， 即使父母想要管也不
能把孩子再给父母。

洪道德说， 过去政府这么做是
有原因的， 因为政府没有太多的经
济能力， 但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政府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就
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来，“不应该由
孩子的父母来说有没有监管能力，

而应该由第三方机构来评定其监护
能力，如果父母教育失当，不具备监
护能力，应剥夺其监护权”。

洪道德认为， 犯罪的孩子和
父母双方都应该进行教育，孩子
交给收容教育部门，父母则可纳
入现行的社区矫正体系中来接
受教育， “只有双方都达到了重
新在一起的条件以后，政府才应该
解除收容教育，让他们回归家庭、回
归社会”。

（据《京华时报》）

谁有能力监护孩子
我国刑法早有规定，孩子作出危害性行为后，首先是交由父母进行管教，父母没

有管教能力的，由政府收容管教。 不过专家表示，这还远远不够

国外刑责
年龄最低只有7岁

1985

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人司法
制度最低标准规则》 第

4

条明确规定：

“在那些认同须为少年人设定刑事责任
年龄这个概念的法律系统中， 须负刑事
责任的起首年龄不可定得太低， 因为要
顾及该年龄的人在情感、 精神和智力方
面的成熟程度。 ”

目前，日本、意大利、德国和韩国等
国家对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
定为

14

周岁，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刑事
责任年龄的起点较低， 如法国为

13

周
岁，印度、加拿大、希腊、荷兰、丹麦、匈牙
利为

12

周岁，英国是
10

岁，墨西哥为
9

周岁，瑞士低至
7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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