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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于被害人特殊生物身份刑法规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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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为了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权益棳应在暥刑法暦总则中明确规定椇针对未成年人

犯罪暍教唆或针对高龄老年人犯罪的棳应当从重处罚暎应将暟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暠中暟童工暠的
年龄上限提高至暟未满棻椄周岁暠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棳还应在暥刑法暦总则中界定暟儿童暠的年

龄暎为了加大对幼女的保护棳应同时取消暟嫖宿幼女罪暠和暟引诱幼女卖淫罪暠棳并修正暟强奸罪暠暟引
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暠暟组织卖淫罪暠和暟强迫卖淫罪暠的刑法规定暎
关键词椇刑法椈被害人椈特殊生物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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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被害人是指人身暍财产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

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棳其不同于犯罪受害人棳因为

后者的范围更大棳还包括合法权益只受到犯罪行为

间接侵害的人暎如拐卖儿童罪中的暟儿童暠就是被害

人棳也可以叫做犯罪受害人棳而其父母等近亲属则只

能被称为犯罪受害人暎被害人特殊生物身份是指被

害人因自然的赋予而拥有的暍影响对与其相应的犯

罪人定罪量刑的暍不同于一般被害人的某种资格棳如
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暟未成年人棬儿童棭暠暟高龄老年

人暠暟妇女暠暟幼女暠即属于具有特殊生物身份的犯罪

被害人暎对与被害人特殊生物身份有关的刑法规定

的修改问题进行研究棳既有利于推进相关法律的完

善棳也有利于推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定罪量刑暎
一暍在暥刑法暦总则中明确规定椇针对

未成年人犯罪暍教唆或针对高龄老年人犯

罪的棳应从重处罚
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棳我国暥刑法暦第棽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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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棻款规定椇暟教唆不满棻椄周岁的人犯罪的棳应当

从重处罚暎暠笔者认为棳鉴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

较弱棳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棳给未成年人

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棳暥刑法暦总则既然已经规

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棳那么就更应

明确规定椇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同样应当从重

处罚棬同时还应规定椇暥刑法暦分则已有明文规定的棳
只需按各条规定对犯罪人予以定罪量刑棳而不能也

不必再按总则规定予以额外从重棭暎
在这一点上棳美国法律针对侵害儿童行为的零

容忍政策多少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暎在美国棳
优先级别 高的就是孩子棳孩子是法律重点保护的

对象棳几乎所有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都会被判为重

罪暎甚至在有些州棳家长将儿童独自留在车内自己

下车办事都可能构成暟忽视照管儿童罪暠棳父母给儿

童品尝酒精饮料如被警方发现会被以暟虐待儿童罪暠
起诉棳并且棳如果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话棳
处罚会比同等程度的其他犯罪要严厉得多椲棻椵暎

由于近三十年新增人口的持续减少和人均寿命

的延长棳我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棳椂棸岁以上老

龄人口每年都有新的增加棳增速也在加快棳椃棸岁以

上高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

大栙暎高龄老年人辨别能力暍控制能力和记忆力普遍

下降棳思维比较迟钝棳一些独居高龄老年人更是常常

感到孤单寂寞暍心情抑郁棳防卫意识不强棳因此很容易

成为侵害对象暎为了更好地维护高龄老年人这一弱

势人群的合法利益棳使其能安享晚年棳理应在暥刑法暦
总则中明确规定椇教唆年满椃 周岁高龄老年人犯罪

的或针对高龄老年人实施犯罪的棳都要从重处罚暎
二暍提高暟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暠

中暟童工暠的年龄上限
为了保护未满棻椂周岁的未成年人棳我国暥刑法暦

第棽棿棿条之一规定了暟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暠棳

包括暟违反劳动管理法规棳雇用未满棻椂周岁的未成

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棳或者从事高空暍井下作

业的棳或者在爆炸性暍易燃性暍放射性暍毒害性等危险

环境下从事劳动棳情节严重的暠棳都构成此罪暎
关于禁用暟未满棻椂周岁暠的童工棳我国多个法律

都有规定暎如暥未成年人保护法暦第棾椄条第棻款规

定椇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棻椂周岁的未

成年人棳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暎暠栚暥妇女权益保障

法暦第棽棾条规定椇暟禁止录用未满棻椂周岁的女性未

成年人棳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暎暠暥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暦第棽条也规定椇暟国家机关暍社会团体暍企业事业

单位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

不满棻椂周岁的未成年人暎暠
笔者认为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

保护棳有必要提高暟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暠中暟童
工暠的年龄上限棳建议将暟未满棻椂周岁暠修改为暟未满

棻椄周岁暠棳以扩大保护范围暎其理由是棳与该罪相关

的暥未成年人保护法暦和暥劳动法暦都明确规定不得让

暟已满棻椂周岁未满棻椄周岁暠的未成年工从事危重劳

动暎其中棳暥未成年人保护法暦第棾椄条第棽款规定椇
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招用已满棻椂
周岁未满棻椄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棳应当执行国家在工

种暍劳动时间暍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棳
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暍有毒暍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暎暠暥劳动法暦第 椄条规

定椇暟国家对暛暛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暎未成

年工是指年满棻椂周岁未满棻椄周岁的劳动者暎暠另
外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棻椆椆棻年棻棽月棽椆日批准加入

的棻椆椄椆年棻棻月棽棸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暥儿童权

利公约暦也在其第棻条就界定了暟儿童暠的范围椇暟为
本公约之目的棳儿童系指棻椄岁以下的任何人棳除非

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棻椄岁暎暠栛暥儿童

权利公约暦第棾棽条第棻款又明确规定椇暟缔约国确认

暏椂棿暏

栙

栚
栛

根据国家统计局棽棸棻棾年和棽棸棻棿年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暦提供的数据棳截至棽棸棻棾年底棳我国椂棸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为棽棸棽棿棾万人棳占总人口的棻棿棶椆棩棳其中棳椂 岁及以上人口棻棾棻椂棻万人棳占总人口的椆棶椃棩棳而截至棽棸棻棿年底棳仅
仅过去棻年的时间棳我国椂棸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增至棽棻棽棿棽万人棳占总人口的棻 棶棩棳椂 周岁及以上人口则增至棻棾椃
万人棳占总人口的棻棸棶棻棩暎又根据暥棽棸棻棾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暦的预测棳到棽棸棾棸年棳我国椂 周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

重将进一步提高到棻椄棶棽棩暎
国家另有规定的是指特殊行业可以招收未满棻椂周岁的未成年人棳但必须履行审批手续暎
此处的暟岁暠指暟周岁暠棳且暟棻椄岁以下暠不包括棻椄岁在内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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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有权受到保护棳以免受经济剥削和从事任何可

能妨碍或影响儿童教育或有害儿童健康或身体暍心
理暍精神暍道德或社会发展的工作暎暠

三暍在暥刑法暦总则中明确界定暟儿
童暠的年龄

在我国暥刑法暦的规定中棳暟儿童暠一词只出现在

了第棽棾椃条第棾款暟猥亵儿童罪暠暍第棽棿棸条暟拐卖妇

女暍儿童罪暠暍第棽棿棻条暟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暍儿童

罪暠暍第棽棿棽条暟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暍儿童

罪暠暍第棿棻椂条暟不解救被拐卖暍绑架妇女暍儿童罪和

阻碍解救被拐卖暍绑架妇女暍儿童罪暠这些分则条文

当中棳且其中的暟儿童暠棳虽然暥刑法暦没有对其年龄范

围进行界定棳但在立法暍司法和理论界棳均认为是指

暟未满棻棿周岁的人暠暎
从相关立法沿革来看棳早在棻椆椆椃年暥刑法暦修订

之前棳为了避免出现认识上的分歧棳 高人民法院暍
高人民检察院就在其于棻椆椆棽年棻棽月棻棻日联合

发布的暥关于执行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严惩拐卖暍绑架妇女暍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暤的
若干问题的解答暦第椄条中专门明确规定椇暟暥决定暦
和本解答中所说的暜儿童暞棳是指不满棻棿岁的人暎其

中棳不满棻岁的为婴儿棳棻岁以上不满椂岁的为幼

儿暎暠不过棳这一司法解释的界定也只是针对暟拐卖暍
绑架儿童犯罪暠中的暟儿童暠而言的暎

但是棳上述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儿童年龄界

限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暎这是因为椇我国既然已经加

入联合国暥儿童权利公约暦这一国际性公约棳就应该

认真履行其规定的义务棳包括严格按照暥儿童权利公

约暦的规定指导暍修正我们的相关立法暎如前所述棳
暥儿童权利公约暦在其第棻条就将暟儿童暠限定为未满

棻椄周岁的人棳那么棳当我国某一部法律使用暟儿童暠
一词时棳如未在该法中对其年龄范围作特别的解释

说明棳就应该默认该法中的暟儿童暠为暟未满棻椄周岁

的人暠暎因此棳如果我国某部法律中的暟儿童暠所指的

年龄范围比暥儿童权利公约暦的要小棳就需要在该法

律的总则部分先予以明确棳否则即容易在法律的适

用中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误解暎在这一点上棳我国

有些法律的规定就比较可取暎例如棻椆椆椂年棽月棽椄
日颁布的暥中国民用航空旅客暍行李国内运输规则暦
第棻章总则的第棾条就规定椇本规则中的暟儿童暠指
年龄满两周岁但不满棻棽周岁的人棳暟婴儿暠指年龄不

满两周岁的人暎上述已经提到棳我国暥刑法暦中的暟儿
童暠一词只出现在了分则条文中且指的是暟未满棻棿
周岁的人暠棳考虑到总则对分则具有指导作用棳那么

就应该在暥刑法暦总则的第 章暟其他规定暠棬暥刑法暦中
的一章棳专门解释一些用语的含义棭里面将暟儿童暠界
定为暟未满棻椄周岁的人暠棳以使暥刑法暦条文更加严谨暎
而若在司法解释中予以界定棳则不但有损于我国暥刑
法暦的严谨性棳又鉴于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低于暥刑
法暦棳还会有损于暥刑法暦应有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暎

另外还需特别提及的是棳根据棽棸棻棾年棻月棻椄
日起生效的 高人民法院暍 高人民检察院暥关于废

止棻椆椄棸年棻月棻日至棻椆椆椃年椂月棾棸日期间制发

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暦棳前述

暥关于执行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

拐卖暍绑架妇女暍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暤的若干问

题的解答暦已经失效棳不再适用棳这就使得仅有的一

个关于暟儿童暠年龄的司法解释也不复存在棳因此棳当
前更加亟需在我国暥刑法暦总则中明确界定暟儿童暠的
年龄范围暎

四暍同时取消暟嫖宿幼女罪暠和暟引
诱幼女卖淫罪暠并修改相关条文

暟嫖宿幼女罪暠是棻椆椆椃年暥刑法暦修订时新增的

一个罪名棳规定在第棾椂棸条第棽款棳其目的本来是为

了更好地保护幼女的人身权利棳但事与愿违棳司法实

践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棳对此棳社会各界包括政界暍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不少专家学者棳一直争论不断棳很
多人都建议取消暟嫖宿幼女罪暠栙暎从司法实践来

看棳自棽棸棻棿年以来棳暟嫖宿幼女罪暠已基本不再使用棳
棽棸棻 年全国暟两会暠期间还出现了全国首例嫖宿幼

女被判暟强奸罪暠的案件椲棽椵暎棽棸棻 年椄月棽椆日通过

暏椃棿暏

栙 社会公众呼吁取消暟嫖宿幼女罪暠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椇棬棻棭暟强奸罪暠的法定 高刑是死刑棳而暟嫖宿幼女罪暠的法定

高刑只有棻 年有期徒刑棳当出现嫖宿多名幼女等重大恶性案件时棳若按暟嫖宿幼女罪暠论处棳就无法对犯罪人进行更为严厉的

打击暎棬棽棭暟嫖宿幼女罪暠是变相认定了幼女的卖淫女身份棳无形中将幼女分为卖淫幼女和普通幼女棳而幼女本身的思想和观念

尚不成熟棳这样的划分无疑是对受害幼女的二次伤害棳与联合国暥儿童权利公约暦所确立的暟儿童 大利益暠原则也是相悖的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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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暥刑法修正案棬九棭暦 终取消了已存在棻椄年之久

的暟嫖宿幼女罪暠暎棽棸棻 年椄月棽棿日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在作暥刑法修正案棬九棭棬草案

三次审议稿棭暦审议结果报告时表示棳考虑到近年来

这方面的违法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棳执法环节

也存在一些问题棳经法律委员会研究棳建议取消暥刑
法暦规定的暟嫖宿幼女罪暠棳对这类行为可以适用暥刑
法暦关于暟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暍从重处罚暠的规定棳
不再另外作出专门规定椲棾椵暎

笔者对取消暟嫖宿幼女罪暠表示赞同棳但同时认

为还应对相关条文作进一步修改完善暎已被删除的

原暥刑法暦第棾椂棸条第棽款规定椇暟嫖宿不满棻棿周岁

的幼女的棳处 年以上有期徒刑棳并处罚金暎暠现行

暥刑法暦第棽棾椂条规定椇暟暛暛强奸妇女的棳处棾年以

上棻棸年以下有期徒刑暎奸淫不满棻棿周岁的幼女

的棳以强奸论棳从重处罚暎强奸妇女暍奸淫幼女棳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棳处棻棸年以上有期徒刑暍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暛暛暠由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棳尽管暟强奸罪暠
的法定 高刑比暟嫖宿幼女罪暠要重棳但在司法实践

中棳暟强奸罪暠的量刑却明显轻于暟嫖宿幼女罪暠暎像

前面提到的全国首例嫖宿幼女被判强奸案棳两名嫖

客 终皆被以暟强奸罪暠判处有期徒刑 年棳而暟嫖宿

幼女罪暠的起刑点就是 年有期徒刑棳也就是说棳如
果对这两名嫖客按暟嫖宿幼女罪暠论处棳可能会判得

更重些暎因此棳取消暟嫖宿幼女罪暠以后棳应将暥刑法暦
第棽棾椂条第棻款的法定刑调整为暟 年以上有期徒

刑暠才比较合理棳相应地棳第棽棾椂条第棽款的法定刑

也应调整为暟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暠暎
再有棳既然暟嫖宿幼女罪暠已被取消棳那么原暥刑

法暦第棾椆条第棽款暟引诱不满棻棿周岁的幼女卖淫

的棳处 年以上有期徒刑棳并处罚金暠的规定也应废

除棳因为既然没有了暟嫖宿幼女罪暠棳那么也就不存在

暟幼女卖淫暠了棳对引诱幼女卖淫的行为应按暟强奸

罪暠中奸淫幼女的共犯来处理暎暥刑法修正案棬九棭暦
没有同时取消暟引诱幼女卖淫罪暠是一个较大的不足

之处暎同样道理棳鉴于幼女身心发育还很不成熟和

严重缺乏辨别控制能力棳出于对幼女的特别保护和

对侵害幼女行为的严厉惩处棳也应适当修正暥刑法暦
第棾棸棻条第棽款暟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暠棳明确

规定将暟不满棻棿周岁的幼女暠排除在作为该罪行为

对象的暟未成年人暠的范围之外棳对引诱幼女聚众淫

乱的行为按暟强奸罪暠的共犯来处理棳这样做也是考

虑到该种行为完全符合暟强奸罪暠的构成特征棳且暟强
奸罪暠的法定刑明显比暟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暠
要重棬前者的法定 高刑是死刑棳后者是 年有期徒

刑棭暎暥刑法修正案棬九棭暦第棿棽条将原暥刑法暦第棾椄
条第棻款棬暟组织卖淫罪暠和暟强迫卖淫罪暠棭第棽项

暟强迫不满棻棿周岁的幼女卖淫的暠改成现在该条第

棽款中的暟组织暍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暠棳仍存在明显

的缺陷棳这里的暟未成年人暠显然包括了暟不满棻棿周

岁的幼女暠在内暎将来修正暥刑法暦时棳也应进一步明

确规定将暟不满棻棿周岁的幼女暠排除在此处暟未成年

人暠的范围之外棳对组织暍强迫暟不满棻棿周岁的幼女暠
卖淫的行为按暟强奸罪暠论处棳因为如前所述棳取消

暟嫖宿幼女罪暠后棳暟幼女卖淫暠就不存在了棳组织暍强
迫幼女卖淫的显然已属于暟强奸罪暠中奸淫幼女的共

犯暎再者棳暟组织卖淫罪暠和暟强迫卖淫罪暠的法定

高刑为无期徒刑棳低于暟强奸罪暠的死刑暎
五暍余论

以上对我国暥刑法暦中与被害人特殊生物身份有

关的规定的修改问题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考察棳但对

一些司法解释中与这种身份有关的内容涉及不多暎
在今后的探索中棳我们既要关注并借鉴国际条约及

境外刑法中先进暍科学的条文规定棳更应从我国的现

实国情出发棳通过不断思考和实践棳完善我国暥刑法暦
中与被害人特殊生物身份有关的规定棳以保证在司

法实践中能对与被害人相对应的犯罪人进行正确的

定罪量刑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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