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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报告 

 

1、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国在儿童保护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取

得了较大进步： 

2、通过立法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通过 2014 年发布的《关于

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及 2017 年

通过的《民法总则》两部法律政策，针对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侵害的

问题，细化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监护职责，

使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更加完善。 

3、立法解决儿童遭受虐待及暴力问题。过去虐待罪的主体为家

庭成员，而教师等人员不符合虐待罪的主体条件，但是近年来教师等

群体对儿童实施伤害的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问题，

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员罪，扩

大了虐待主体的范围，明确除了家庭成员之外，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

看护职责的人或单位实施虐待儿童的行为，也应当被定罪处罚，使得

对家庭外的虐待儿童行为的处理有了法律依据。同时 2016 年《反家

庭暴力法》提出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给予特殊保护，反对针对儿童

的一切暴力手段。 

4、立法解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问题。针对实践中发生的已满

十四周岁男性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由于缺乏追究的法律依据， 

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将原来的强制猥亵妇女罪修改为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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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亵他人罪，打破了被害人性别的限制，将受到猥亵的男性未成年人

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同时，《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嫖宿幼女罪，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认定为强奸罪，从重处罚，进一步加强

对女童的保护。 

5、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成效显著。2016年 5 月，公安部创建了儿

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通过即时发布儿童失踪信息，并推送给大

众的方式，让群众积极提供失踪儿童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拐卖案

件。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平台共发布失踪儿童信息 648 条，找

回儿童 611 名，找回儿童比例达到 94.29%。其中解救被拐卖儿童 27

名，找回离家出走儿童 358 名。同时，《刑法》修正案（九）将收买

被拐卖儿童行为入刑，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的发生。  

6、在儿童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 年 2月国务院对留守

儿童问题发布了专门政策，通过强化家庭、政府、村（居）民委员会、

教育部门、学校、群团组织等主体的职责，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及时

发现并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监护、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2016 年 6 月，国务院又发布针对困境儿童的专门政策，提出在

全国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立 69 万名儿童福利督导专员，对因家庭贫

困、因自身残疾或者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而陷入困境的儿童提

供监护、生活、教育、医疗、康复、服务和安全保护等方面的保护。

以上政策的发布，对于完善中国儿童福利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7、儿童保护专门机构建设有显著进步。2016 年，民政部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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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专职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2015

年 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有利于实现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集约化和专业化。 

8、政府更加重视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北京青少年法

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为例，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中心自 1999 年成立

以来，先后为 5万余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办理疑难、复杂的儿童保

护案件 500 余件，接受政府部门等委托就未成年人流浪救助、校园暴

力、女童特殊保护、性侵害、家庭暴力、少年司法制度等热点问题开

展了专题性研究，大量研究成果被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和政策采纳，

为推动儿童保护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9、尽管在过去四年中，中国在儿童保护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

但是作为一个拥有 3.4 亿儿童的发展中国家，不可否认，中国的儿童

保护依然面临挑战。 

10、据 2017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青少年网民（19 周岁

以下）已达 1.7亿人。但是目前我国的网络监管尚不健全，缺乏有效

的管理和规制措施。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设了“守护未来：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论坛，讨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取得了积极的

效果。希望未来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为其培养安全的网

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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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儿童保护专业人才及社会组织缺乏。现有的从事儿童工作的

专职人员较少，且很多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的人员缺乏社会工作、儿童

心理、教育、法律等方面的专业背景。中国从事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

较少，提供服务的专业性和质量难以保障，难以满足儿童保护工作开

展的需要。建议加强对从事儿童保护专业人员的培养与培训，加大政

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推动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提高社会组织

提供服务的专业性及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