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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号及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GB/T 42380—2023

标准名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二、标准制定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2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涉未成年人

犯罪问题不断凸显。一方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24.9万人，年均上升

8.3%，起诉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同年起诉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从8.9%上升至15.1%。另一方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检察机关起

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3.2万人，年均上升6.1%。2019年至2021年，遭受犯罪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从4.6万人上升至5.2万人，年均上升6.3%；其

中，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占56.5%。数据表明，涉未成年人犯罪日益成为突出的司法问题和社会问题，亟待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和标

准规范，进一步落实落细各方主体的保护责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2010年起，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未成年

人司法社会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中提出有

条件的地方要促进建立健全社工制度、观护帮教制度等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对不批捕、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2015年，《检察机关加强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中提出大力支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专业水平，逐步建立司法

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共青团中央决定在全国推动“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明确提出了“社会工

作服务是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也分别从违法未成年人的训诫教育和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社会观护

等服务中创新司法保护举措。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制定全国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务指

引、评价标准，完善绩效管理和人才激励机制，保证司法社工参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确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六大保护”工作格局，对社会工作发挥作用做出明确规定，

“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等工

作。”同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指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参与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相关工作，并加强监督。”2021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作为两部法律的重要配套政策，

就发挥社会工作作用、落实司法保护职责细化了工作安排，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这些政策的引领下，各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不断深入。

随着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的普遍开展，各地服务体系的发展程度、专业能力、管理水平等均呈现出较大差异，因此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规范化问

题亟待提上日程。

民政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会同最高检、共青团中央顺应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和社会工作专业快速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2021年，民政部、最高检和团中央共同提出研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加快总结推

广各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形成可供专业服务使用的技术性文件。202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2023年第1号下达，《未

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确立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原则与伦理，规定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中7项主要服务的流程和内容，以及服务方法、服务管

理、服务评估和服务保障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的第1章至第3章给出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以及术语和定义。

第4章介绍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的原则与伦理。共涉及6项原则和5项伦理，指明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时的工作思路和行动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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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至第11章对当前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中不良行为干预服务、严重不良行为矫治教育服务、合适成年人服务、社会调查服务、帮教服务、

被害人保护救助服务、家事案件观护服务共7项具体服务的服务流程和服务内容做出了细致规定。这些要求可协助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者规范化、

专业化地开展工作。

第12章介绍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中使用的一般方法和9种针对特定需要的介入方法。这些专业方法能够协助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者达

成服务目标，改善未成年人的处境。

第13章对服务管理进行了规定。在程序管理、档案管理、风险管理以及服务反馈与改进管理共4个方面提出要求，从而保障服务系统有序开展。

第14章介绍了服务评估的相关内容。规定了过程评估和成效评估的开展方式和评估内容，有助于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者及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科学判断服务成效。

第15章介绍了服务保障的相关内容。从制度、机构、人员、质量和经费这5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从而保障司法社会工作者能够持续、专业地开展

服务。

四、标准实施意义

一是有利于提升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各地可参考本标准对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各项具体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改

善现有不足，提升服务质量，加强服务专业化水平，更好地适应司法系统的工作需要，为处于司法流程中、面对问题和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更高质量

的支持和保护服务。

二是有利于推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行业发展。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能够顺利开展的背后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具备相应的条件和司法社

会工作者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本标准的实施将推动相关部门注重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培育、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者的人才队伍建设

和专业能力提升等工作。同时，标准的贯彻实施将更注重优秀经验的积累和交流，促进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共建。

三是有利于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社会支持体系。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引入社会参与是贯彻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基本方针与原则的需要，也是遵循未

成年人司法规律的需要。本标准清晰地展示了社会工作如何在司法场域内开展各项工作，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加强对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的认识和

了解，建立健全对接、协调等工作机制和配套保障措施，进一步完善司法系统所需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

四是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应对未成年人开展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

保护、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司法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服务，撬动司法、家庭、学校、政府等各大领域资源，将为处于司法流程中、面对问题和困境

的未成年人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保护，从而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被害

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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