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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工作的通知  

发布日期：1992-9-22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2年9月22日高检发刑字（1992）1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已于1992年1月1日起正式实

施，这一法律的实施，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

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刑检部门要认真组织干警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提高对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开

展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对未成年人犯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立足于教育、感化、挽救。各地刑事检察部门应在保证工作重点的同时，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

认真开展起来。 

    二、有计划地逐步建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办理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建立专门机构提出了要求。今、明两年，各地应在刑检部门内，建立和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的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 

    三、加强调查研究，完善工作制度。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刚刚起步，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各地

要认真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推广经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逐步完善有

中国特色的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检察制度。 

    四、正确掌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区别对待。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是要注意正确运用法

律、政策，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方针；二是要坚持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促使未成年人犯悔罪服法；三是对于犯罪

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以及对被教唆而犯罪的未成年人犯，可以依法免除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较重，但确

有悔改表现的，也应依法从轻处理，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减轻或免除处罚；四是对未成年人犯要坚持给出路

的政策，对于免予起诉的未成年人犯，应在帮教的同时，注意配合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使他

们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不受歧视，以利于他们改过自新。 

    五、加强侦查和审判活动监督，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各地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不仅要

查清事实，查明证据，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而且要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公安、法

院的侦查、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犯的各项诉讼权利。 

    以上通知，望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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