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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恤幼”思想对
当代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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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刑事政策受多元化思想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而“恤

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之一。“恤幼”思想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一种

特殊的宽宥政策，主要体现立法和司法之中，即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所承担的

刑事责任不同，在刑事处罚中也给予未成年人更多轻缓化的措施等。古代“恤

幼”思想对现在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和预防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

示。因此，在借鉴古代“恤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

事政策，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指导和补充作用，

又有利于惩罚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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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这一概念是近代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这

一概念，而是用“小”或者“幼”来表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幼者，但每

个朝代都对年纪尚未达到的幼者给予宽宥态度，设置刑事司法方面的特殊保护

制度。“恤幼”思想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统治阶级注意到未成年人这一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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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特殊性，并在慎刑、仁政等思想影响下，未成年人一直被当作特殊的弱

势群体对待，更是以仁政为先，对未成年人犯罪持一种宽宥的态度，并设置了

很多从宽处罚的刑罚措施和保护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刑事责任年龄的

划分，区别对待和处以刑罚。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在古代刑法中也有体现，是

中国古代“恤幼”思想的集中反映。西周时期“恤幼”思想就已经体现为刑事

责任年龄，其后得到不断传承，渐渐发展完善。

1  “恤幼”思想在中国古代刑事政策中的体现

“恤幼”是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这一特殊群体所规定的一项体恤政策，强调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宽容和教育。“恤幼”思想自古以来便存在于传统的经史

子集或法律规定之中，源远流长。关于“恤幼”思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体

现为“幼有所长”的传统习惯，但此时是作为一种道德思想来约束，并非是法

律或刑事政策。西周刑法中规定“一赦曰幼弱”是第一次将“恤幼”思想体现

在法律的明文规定之中。

1.1  “恤幼”思想在中国古代刑事政策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法律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以儒家思想仁政、慎刑作为立

法指导，其中法律条文或律令中均体现了“恤幼”思想，坚持以德去刑、先教

后刑的原则，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日臻成熟和详细完善。

（1）不同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对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作出不同的规定，体现对不同年龄段未

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

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

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

加刑。”《唐律疏议》中设置了三个层次的刑事责任年龄区分，分别明确了不

同承担的刑事责任：一是，十岁以上至十五岁以下的，如果犯流罪以下罪名的，

可以用收赎的方式来减轻刑事责任。二是，七岁以上至十岁以下的，如果犯反逆、

杀人严重罪行的应当被处以死刑，但可以通过上请的方式来避免执行死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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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犯盗窃、伤人罪行的，可以用收赎的方式来免除刑事责任，而除这些罪名以

外的罪行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三是，七岁以下的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即使犯的

是死罪。《唐律疏议》中通过限制刑事责任年龄，区别对不同年龄的未成年犯

罪人的惩罚，限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宽容和“恤幼”思想。

（2）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从宽处罚的规定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在汉代的部分律令中有所体现，例如未满

十岁的未成年人触犯应当被刑罚制裁的律条时，不再按原罪处罚，均以髡刑代替，

此处是指可以剃头发来代替刑罚，从侧面反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人从宽处罚。年

龄未达七岁的未成年人的死刑罪时，可以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此处是指年

龄未达七岁的未成年人应受死刑处罚时也可以通过上请的方式免除死刑，获得

一线生机。除代替刑罚和上请制度外，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从宽处罚的规定

还体现在以金钱处罚替代对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对未成年犯罪人可适用赎刑，

即可用金钱处罚替代对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唐代法律规定十五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犯流罪以下罪行的，可以用收赎的惩罚方式代替，即用金钱赎罪。金钱

赎罪的规定并不断延续到后代，例如元代法律也规定到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不能承受杖责的，可以用赎刑替代。在汉以后的律令、法典中均体现出对未成

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恤幼”思想得到贯彻和落实，得到不断完善和细

化后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

（3）对未成年人执行刑罚的从宽处罚的规定

除了对未成年人在适用刑罚上进行从宽处罚的规定，还体现对未成年人执行

刑罚的从宽和从轻。从汉代开始，未成年犯罪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可以不用佩戴

刑具，表现为“宽容之，颂系，不桎梏”，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未成年犯罪人这

一群体的特殊性，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即使不佩戴刑具也不会出现不可控制的情况

或危险，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宽容、仁爱之情，使刑罚从宽和

从轻执行。从汉八岁以下颂系之到唐十岁颂系，可见唐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进

一步宽宥。除了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可以不用佩戴刑具外，逮捕和刑讯也体现了从

宽处罚的原则。西汉规定未成年犯罪只有犯不道罪时才能够被逮捕，东汉时继承

有关逮捕的规定，将年龄调整为七岁至十岁。唐律中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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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适用严刑逼供，宋代也有相关规定，即在侦查过程中给予未成年犯罪人特殊

的照顾，不适用严刑逼供。对未成年人执行刑罚的过程中体现了“恤幼”思想。

（4）以行为时的年龄作为追究幼小者刑事责任的计算依据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以

行为发生时的年龄为处罚标准，而不以审判时的年龄为处罚标准。如果犯罪的

时候为未成年人的，但是案发时已经成年，仍以未成年人论。这样的规定有利

于保护未成年人。

（5）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

在未成年人教育方面强调以家庭教育为核心，以道德教化为主，体现尊亲。

《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未成

年人必须听从父母的教养，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唐

律疏议·户婚》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

父母应当承担起对未成年人教育的义务，因教养缺乏引起的未成年人犯罪父母

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重视以家庭教育为核心，强调父母对未成年人的

道德教化，以及未成年人的适从。

1.2  “恤幼”思想融入中国古代刑事政策的原因

“恤幼”思想对中国古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产生了深远影响，历朝历代的

刑法规定中皆出现相关条文，并且在不断细化完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探

究其形成的原因，应当与国家治理模式、社会状况与统治者的思想有关。

（1）推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治理理念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儒家的主要思想就是礼治和德治，推行仁

政、以德治国，仁政和以德治国的治理模式与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相适应，既有

利于社会的稳定，又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专制权力。其强调礼法对人的约束作用，

以德化民是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方式，明德慎刑，反对严刑峻法。由于中国古代

国家治理推行仁政和以德治国，未成年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自然而然就

属于从宽处罚的范围内，注重教化而非严刑峻法。对未成年人立法、执行刑罚从

宽，分级的刑事责任年龄设置，以行为时的年龄作为判断标准和替代刑罚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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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使有过错的未成年人在从宽政策下得到处罚改过自新的同时感受到国家宽

宥的刑事政策，更好地再社会化，又有利于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2）对慎刑传统观念的贯彻遵循

中国古代的刑法观在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影响下，强调慎刑。对故意和过

失进行区分对待，故意犯罪不能从轻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可以进行适当从宽处罚，

以及疑罪从宽、疑罪从无等都反映出慎刑的传统刑法观念，并得到统治阶级的

认可。在慎刑的传统刑法观念影响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罚更需要慎重。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立法、执行上都规定一些轻缓化的措施，如对不同刑事责任

年龄的刑事处罚不同，在执行过程中不用佩戴刑具等都体现出对未成年犯罪人

的宽宥。一方面是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和人身危险性较小，不

用采取严酷的刑罚方式进行刑罚处罚，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利于充分发挥刑罚的

特殊预防目的，帮助未成年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作出贡献。

（3）受“人性本善”的犯罪预防思想的影响

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古代立法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产生“人性本善”

的犯罪预防思想。认为未成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是后天的不同环境所导致的犯罪行

为的产生，相比于惩罚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更需要做的是改变影响未成年人犯罪

的不良环境，改变引起犯罪的不良环境才能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因此，对未

成年人犯罪惩罚是辅助性手段，可以采用轻缓化的方式，根据不同未成年犯罪人的

犯罪情况，处以不同的刑罚，做到既能罚当其罪，又可以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1.3  中国古代“恤幼”思想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受“恤幼”思想的影响，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体现出对未

成年犯罪人的从宽处罚，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这一群体的特殊

性，与成年犯罪人相区别，既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又有利于维护

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和谐。但是由于封建法律制度和统治者维护专制权力

的局限性，以及家庭本位观念、儒家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使其在

未成年人犯罪的“恤幼”思想方面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因此，针对未成年

犯罪的刑事政策规范并不完善详备，而仅仅只是服务于封建法律制度和专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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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工具，并不能充分发挥预防和惩治的作用。

（1）家庭本位观下未成年没有独立的地位与权利

在家庭本位观念里，强调家长的专制权威，遵循父为子纲、尊卑有别的观念，

未成年没有独立的地位和权利，是依附于大家庭而存在的个体。未成年在亲属

之间犯罪是不会得到理解与宽宥的。“不孝”在古代历朝历代都是属于严重的

犯罪，未成年人在触犯“不孝”这类伦理犯罪时，是不能够被宽宥的，而是会

被处罚重刑以正法典。除此以外，在状告家长时还会被预先处罚后才能听审等，

涉及伦理犯罪时，法典不会再偏向未成年人，更不会持宽宥态度。由于受家庭

本位观的影响，未成年人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没有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侵犯专制制度时就会存在例外规定

对未成年人宽宥政策并非在所有罪行上均适用，例如统治阶级为维护专制

地位时，会对特殊的谋逆等重大犯罪规定进行例外性规定。唐律中规定诸谋反

及大逆者，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该条款限缩了未成年

人刑事责任年龄一般规定的适用，将株连作为特殊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来维

护专制制度。除未成年人犯罪不会得到宽宥以外，有的条款还规定了会受长辈

犯罪的牵连。在面对谋逆等严重犯罪时，对未成年人就不会再适用从宽处罚的

措施，“恤幼”思想的影响和相关法律规定就会被大打折扣。

此外中国古代“恤幼”思想的局限性还体现在特权阶级的未成年人可以享

有更多的特权和宽容政策，不同阶级的未成年人犯罪在适用刑法上并非是人人

平等的情况。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恤幼”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受制于当

时专制制度和家庭本位观念的影响，法律规定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和家庭等级

观念，而不是为了惩罚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与现代的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

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充分了解古代“恤幼”思想的利弊后，才能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借鉴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优选性。

2  “恤幼”思想对现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
启示与借鉴

“恤幼”思想的影响是深刻而又广泛的，对现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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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恤幼”思想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照顾，

既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又有利于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现

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可以吸收“恤幼”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借鉴有利于预

防和教育未成年人的合理措施，更加关注未成年犯罪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在罪

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做到罪责刑相适应，落实好对未成年人的各项保障措施。

对未成年犯罪人予以宽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古

代传统刑事政策和“恤幼”思想的影响。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屡禁

不止，刑法修正案也回应这一社会热点事实，有限度地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

事责任。但是仅靠修正刑法修正案不足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还需要完

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否具有完备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是衡量一个国

家是否有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的核心标准，也是一个国家未成年人犯

罪刑事政策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和贯彻执行的重要保障。

2.1  对“恤幼”思想的现代借鉴

宽严相济是我国现代基本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罪人也采取“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坚持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宽宥态度，坚持慎刑恤罚的从

宽处罚原则，既体现了刑罚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又有利于帮助未

成年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和矫正不良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未

成年人犯罪处罚及执行问题都有相关细致的规定。

（1）区分不同阶段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做出严格的限制。

一是，对于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并且不适用死刑。二是，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只用对八种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严格限制负刑事责任的罪行范围，分别是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罪。三是，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其中进行严格的年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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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情节、追诉程序的限制。

（2）刑罚执行的从宽适用

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罚的从宽可以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未成

年犯罪人不适用死刑，尽管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和造成严重后果。另一个方面

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就包括刑罚的从宽适用，只有未成

年犯罪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犯罪且年满十六周岁时才

能适用无期徒刑，对无期徒刑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除无期徒刑外，有期徒刑

等自由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并且劳动强度是要低于成年犯罪人。相反，

逐步扩大非监禁刑的使用。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适用缓刑，进行社

区矫正。这些都充分体现刑罚的轻缓化思想，即对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行的从

宽适用。

（3）严格控制资格刑和财产刑的适用

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未成年犯罪人是实施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应当被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也应当从宽从轻处罚。

严格控制资格刑的适用，资格以犯罪时未成年人享有的权益或权利作为界限。

除此以外，对财产刑的适用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缴纳罚金的能力，根据犯罪情

节确定罚金的数额大小，同时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对于未

成年犯罪人来说一般是不用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

（4）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其后刑事诉讼

法中又规定了未成年犯罪人犯罪记录封存和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诉讼程序。

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建立相关的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更有利于帮助未成年犯罪人

摆脱犯罪的标签，更好地融入社会，不给未成年犯罪人将来的发展造成阻碍和

限制，可以更好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2.2  “恤幼”思想对现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启示

对未成年犯罪人予以宽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古

代传统刑事政策和“恤幼”思想的影响。“恤幼”思想对现代未成年人犯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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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政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恤幼”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会受到基础精神的影响，深化“恤幼”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未成年犯罪人持宽宥态度，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从宽处罚原则。

人本主义思想认为未成年犯罪人由于明辨是非的能力较弱，以及受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产生不良行为，走上犯罪道路，但还是要对他们持宽容态度，不能过于

严格苛责，要给未成年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和回归社会生活的途径。因此，

对未成年犯罪人要采取区分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措施，而是以教育感化为主，

更多的是非监禁刑、非财产刑、缓刑、社区矫正等轻缓化的刑罚措施，充分体

现“恤幼”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

（2）刑事政策二元化，区分未成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

“恤幼”思想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二元化的内涵，由于未成年犯罪人的特

殊性，在刑事政策和刑罚措施上要区分好未成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未成年

犯罪人的特殊性是由于其年龄较小，明辨是非的能力较弱，不能较好地控制自

己的行为，是不同于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状况。刑事政策二元化可以贯彻未成

年人利益最佳的原则，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刑事政策二元化既

可以使未成年犯罪人适用轻缓化的刑罚措施，又可以为未成年犯罪人再次回归

社会提供条件，有利于调动多方主体的力量共同教育未成年犯罪人和矫治其不

良行为，为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3）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对“恤幼”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继承发展。未

成年人司法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制度，是一套符合

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除包括各种对未成年

人的保护法外，还应该包括未成年人的司法程序，如少年法庭，以及未成年人

的刑罚执行制度，如少年监狱等。

现代社会中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引起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受到

“恤幼”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借鉴其中有力的措施来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犯罪。

但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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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帮助已经犯罪的未成年

人更好地再社会化后融入社会。完善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

充分吸收既有刑事政策中的“恤幼”思想，对未成年犯罪人以教育为主，惩治

为辅，宽宥未成年人犯罪，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当中，但是并不意味着对未成

年人的犯罪持一味从宽的态度，也不是放任不管的思想，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

之余更要从根源上解决未成年热门犯罪问题，多方共同努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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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Caring for Children” on 
Contemporary Criminal Policies for Minors

Ren Ke Pu Shiq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Abstract: Criminal policies in ancient China were influenced by diverse ideas, 

with Confucianism be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the idea of “caring for the 

young”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Confucianism. The idea of “caring for 

the young” is a special leniency policy implemented for juvenile delinquency,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Different ages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ear different crimi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more lenient measures 

are also given to minors in criminal penalties. The ancient idea of “caring for 

the young”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ent 

criminal policie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ancient thought of “caring for the 

young”,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iminal policy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fully exerting the guiding and supplementary role of criminal 

policy in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but also conducive to 

punishing and prevent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Key words: The idea of “caring for the young”; Minors;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