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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职责，好赌父
亲被剥夺监护权

五年前，宁海的赵女士向法院
起诉离婚。她除了要求公平、合理
地分割夫妻财产，更重要的是想获
得对 5岁儿子的抚养权，因为她丈
夫有不良生活习惯，如果孩子的抚
养权判给丈夫，不利于孩子的成
长。但由于赵女士当时没有工作，
缺乏固定的收入，法院最终仍将抚
养权判给了男方。去年年底，赵女
士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前夫对
孩子的监护资格，并提交了相关证
据。法院经过调查，确认赵女士的
前夫存在赌博恶习，未能履行自己
应尽的监护职责，致使儿子经常处
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对孩子
的健康成长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
响。法院经过审理，最终判决支持
了赵女士的请求。

法院每年都要审理大量离婚
案，其中有不少涉及对未成年孩子
抚养权的争议。根据现行法律，对
孩子抚养权的判决，有以下几个基
本原则：在一般情况下，两周岁以
下孩子的抚养权应判给女方所有；
对于两周岁以上 10 周岁以下的孩
子，主要从是否有利于孩子成长这
一角度作综合性考量，然后决定抚
养权的归属；而对于 10 周岁以上
孩子的抚养权归属，还要征求孩子

本人的意愿。
必须指出的是，在法律上，抚

养权与监护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抚养权是一种与人身密切相关的权
利，也是基于血亲所产生的义务。
而监护权强调的是国家对个人义务
的强制性和个人对家庭、社会利益
的服从性。也就是说，父母作为孩
子的法定监护人，要从公众利益的
角度出发，履行和承担好对未成年
孩子的监管、保护义务。从这个意
义上说，夫妻离婚虽然其中一方会
失去孩子的抚养权，但仍拥有对孩
子的监护责任和权利。当然，获得
孩子抚养权的一方，肯定更有利于
行使监护权，其承担的监护责任也
相对更重。

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原
因，在离婚夫妻中，获得孩子抚养
权的一方未尽到监管、监护责任者
并不少见，如果情况严重且得不到
有效改变，就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成
长。因此，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变更
孩子的抚养权，甚至撤销其中一方
的监护资格，就是对未成年孩子的
最大负责。在赵女士经历的这个案
件中，其前夫存在着赌博恶习，对
孩子未尽到应尽的照顾、监管责
任，法院撤销其监护权，完全符合
法律要求。

法院民事庭的法官表示，监护
人的监护资格被撤销，并非只是
简单地丧失了一种民事权利，从
本质上说，这其实是法律对当事
人未尽到法律义务这一过错的一
种惩罚。

对未尽监护责任者的
各种惩处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法律程序
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的案例毕竟
并不多见，但监护人或多或少未尽
到监护责任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对
此，就需要区别情况，视情节严重
与否，按照相关法律作出不同的处
理，这其中，对失职监护人最为常
见的惩处就是训诫。

一位派出所民警在接受采访时
介绍了这样一起案件：他们接到某
工地工人的报案，称宿舍里的物品
多次被盗。警方经过侦查，最后锁
定了作案目标，原来是为工地运送
材料的一个货车司机梁某的 12 岁
儿子所为。再经过深入调查，发现
该孩子几年前就有小偷小摸行为，
但梁某以自己工作忙为由疏于对儿
子进行必要的管教，导致其儿子的
不法行为越来越严重。由于梁某的
儿子未成年，不够刑事处罚条件，
派出所在对孩子进行严肃批评的同
时，还根据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 的有关规定，“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
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
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对梁
某疏于教育、未尽监护责任的行为予
以训诫，责令其教育管理好儿子，保
证不再实施偷盗，否则，将依法对其
作出更为严重的处罚。

那么，对于失职监护人可能的
更为严重的处罚是什么呢？我们再
来看一个发生在三年前的案例。

来自贵州山区的朱某育有两个
女儿，他一心想生个儿子，于是，
不顾违反当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
规，让妻子偷偷怀了第三胎。没想
到妻子生下的仍是个女孩，重男轻
女思想严重的朱某不顾福利院反
对，强行将女婴放在福利院后企图
一走了之。之后，朱某被公安机关
处以治安拘留10天的处罚。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六十二
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
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
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朱某将女婴丢弃在福利院，
不仅未履行作为父母对孩子应尽的

抚养和监护职责，在一定程度上还
构成了遗弃，所以，其受到治安处
罚完全是咎由自取。

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
表示，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
弃不仅是法律规定，也是为人的底线
所在，遗弃未成年孩子意味着父或母
拒绝承担自己应尽的抚养和监管义
务，是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
员最为基本的人身权利的侵害，这种
行为甚至会对被害人的生命、健康造
成威胁，所以，我国刑法专门设有遗
弃罪，以惩处严重失职的犯罪行为。
朱某遗弃女婴，之所以只是被处以
10天的治安拘留，是因为其情节相
对较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否
则，其就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遗弃行为明显不符合道德规范
和法律规定，也特别为社会舆论所
不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因
此，同遗弃行为作斗争，对违法犯
罪者给予必要惩处，对于保护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建立良好的社会
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可判决撤销监护人
监护资格的几种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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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下列情形，法院可判决撤销监
护人的监护资格：

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
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将未成年人置于无
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
人面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危险，经
教育不改；

拒不履行监护职责六个月以
上，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
活无着；

有吸毒、赌博、长期酗酒等恶
习无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因服
刑等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
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
他人，致使未成年人处于困境或者
危险状态；

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
讨，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
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
活和学习；

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情节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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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观潮 朱泽军

央视新闻频道近日报道，山
西运城市绛县少年张某在网吧被
同学殴打长达 4小时，施暴者不
仅拳打脚踢，而且用木棍抽打，
张某最后竟被活活打死。在现实
生活中，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暴
力案件，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
社会问题。

我国 《刑法》 规定，不满
14 周岁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
龄阶段，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
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

那么，面对那些未达刑事责
任年龄的“熊孩子”所犯下的各
种恶行，究竟该怎么办？有人提
议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有
效预防和惩罚低龄化暴力犯罪的
设想。但显然，以降低刑事责任
年龄来预防低龄化犯罪，必须十
分慎重，需认真考量。

从表面看，降低刑事责任年
龄，可以将殴打张某致死的那些
穿中小学校服的学生归纳到刑事
责任主体。但以这种方法预防未
成年人恶性暴力的思路，未必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

打击范围，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
列入刑法追究范畴。首先，低龄
化恶性暴力事件现实生活中确有
存在，但终究是极端、罕见的个
例。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有些
虽然在心理、生理等方面发育较
好，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和
条件，但更多的则心智并不成
熟，尚不能辨明是非。“一刀
切”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使
所有低龄儿童面临刑罚惩罚。其
次，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能让
更多涉世未深的少年儿童进入监
狱服刑，导致他们在出狱后沾染
更多的不良习气。

因此，要减少、杜绝未成年
人恶性暴力事件，降低刑事责任
年龄并非关键，最重要的是要构
建起事前预防和事后治理的配套
机制，让家长、老师在孩子教育
和成长中担负起责任和义务。通
过加强校园欺凌治理的人防、物
防和技防建设，完善校园欺凌的
预防和处理制度、措施。及时发
现、调查处置欺凌事件，涉嫌违法
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从
而构建能有效防止未成年人暴力
的管教机制。

根治未成年人暴力
关键在于管教

【问题】
去年 8月，宁海的陈先生因遭

遇交通事故去世。之后，其家人在
对陈先生遗产分割时产生争议，矛
盾集中在陈先生留下的 7岁女儿能
否获得遗产上。陈先生的妻子认为
孩子有权获得，但遭到陈先生父母
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孩子
年幼，对财产根本没有管理和使用
能力，在其未满 18 周岁之前，不
应享有继承权。

陈先生的妻子问，未满 18 周
岁的孩子究竟能否继承父母的财
产？

【说法】
陈先生的父母以孩子尚小，未

满 18 周岁为由，认为孩子没有继
承权，不能分割遗产的观点是错误
的。从法律角度来看，是把公民的
民事权利能力和公民的民事行为能
力作了完全等同。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公民
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
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公民的
民事行为能力是由国家法律所赋予
的，这种民事行为能力既不是每个
人一出生就有，也不是人人具有。
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
为能力三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 第十一条规定：“十八周
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
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而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则是指
法律赋予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
民事义务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 第九条规定：“公民
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
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
担民事义务。”由此可以看出，公
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公民的民事行
为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不能
将其等同起来，更不能将其混淆。

陈先生的孩子虽然仅有 7 岁，
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但却是民事权利的主体，具有平等
的法律地位，是享有继承权的。

《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八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
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满八周
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
动。”我国 《继承法》 第六条也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继承
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
代为行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
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法定代理
人同意后行使。”因此，根据 《民
法通则》第十六条中关于“未成年
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
规定，陈先生的孩子享有继承权，
但由于其不具有行使继承权能力的
情况下，作为孩子的母亲可代为行
使继承权。 （文华）

未成年孩子
是否有财产继承权？

在未成年人犯罪审判中，有一
项特殊的规定，即法院会对不满
18 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
下刑罚的未成年罪犯的犯罪记录进
行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后，原则
上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这里所称的封存，用通俗的话
说就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信息予以
保密。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目的
是为了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弱化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的 负 面 “ 标 签 效
应”，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使
他们在刑满后能够不受影响地重新

开始新的生活，在复学、升学、就
业、入伍等各方面不受歧视。

但封存并非绝对，而是有两种例
外，一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二
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那么，
哪些情况属于“司法机关为办案需
要”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特殊累犯。虽然我国《刑
法》 把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排除
在累犯之列，但对于“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
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
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

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
论处”。也就是说，当未成年人实
施前述任一类罪，要以累犯论处
时，这就必须查询被封存的犯罪记
录。二是在法院判决后发现漏罪或
又犯新罪。根据 《刑法》 第七十
条、第七十一条规定，判决宣告以
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
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
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
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
判处的刑罚，依照第六十九条的规
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又犯新罪

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
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
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
定，决定执行的刑罚。与之对应，
司法机关也必须查询已封存的犯罪
记录。三是判决生效后发现对未成
年人判决有误。即如果检察机关认
为法院对未成年人的判决确有错
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提起
抗诉，或上级法院发现判决确有错
误，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决定
时，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应当解封。

（一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三种情形会被“解封”

对孩子失职对孩子失职，，
监护人会受到什么惩处？

监护人（主要为父母）对未成
年人的失职，是指监护人没有依法
履行自己的职责，致使未成年人的
人身和财产权益遭到损害。在现实
生活中，此类现象并不少见，但不
少人却认为，对孩子的管教完全是

“自己家里的事”，外人包括公权力
不应干涉，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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