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事件特色制度說明 
 

壹、春風少年兄-少年事件特色制度說明 

  

    未滿 18 歲之人(以下簡稱: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與成年人犯

罪原因大有不同，未成年人缺乏定力，經驗不足，易受外界引誘、

影響、歸責性較為薄弱，如對未成年人科以嚴刑酷罰，容易創傷

其心靈；再者，未成年人的人格尚未完全定型，具有可塑性，宜

施以具有教育性之保護處分，較可能改過遷善，所以我國對未滿

18歲之人，如觸犯刑事法律，所適用之法律程序與成人不同，是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來處理。少年事件的

處理有以下幾項特色： 

 

一、 專業法院(庭) 

我國的少年事件是由專業的司法審判系統，一般地方法院

設少年法庭，或專業的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由受過專業訓

練之法官、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心理輔導員、心理測

驗員來幫助少年，回歸正軌。法院法官辦理少年事件，需進

修少年(兒童)相關心理、社會、犯罪防治等專業知識，經相

當時數之專業受訓後，由司法院頒發專業證照，且依規定法

官每年仍需持續進修，並以久任為原則。透過專業法院(庭)

的審理，協助少年健全成長。 

 

二、 法院先議權 

所謂「先議權」係指發生少年事件時，經檢警初步偵查後，

先移送至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或少年及家事法院，由法院（庭）

的法官初步審酌少年觸法內容，並將案件交由少年調查官



就其成長背景、性格、事件成因進行調查，而依其行為屬性

區分為:「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這項制度是

參考日本少年法而來，將觸法情節較輕微的少年(犯 5年以

下有期徒刑之罪)，由保護法庭給予輔導。如果是嚴重的犯

罪(犯最輕本刑 5 年以上的罪)或一些特殊情形（例如，少

年雖然在未滿 18歲前犯罪，但法院收案後，少年已經滿 20

歲；或是少年犯案時已滿 14歲，依法院調查結果，認為少

年犯罪情節重大，參酌少年的品行、性格、經歷等情狀，以

受刑事處分為適當時，法官可裁定移送檢察官偵查。）最後

還是會移送檢察官以刑事程序進行處理。 

 

三、 審前調查 

少事法明定法官收案後，應先由少年調查官調查該少年與

事件有關之行為，少年的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

社會環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項，提出報告，並附

具建議，提供法官對少年為最適宜個別處遇的參考。案件開

庭時，少年調查官會全程參與蒞庭程序，提出有利少年健全

自我成長之處遇意見及建議。 

 

四、 少年司法程序保障 

(一)告知有選任輔佐人的權利，員警、檢察官、少年調查官、法

官於偵查、調查或審理少年事件時，都應告知少年犯罪事實

或或有什麼曝險事由，在訴訟程序中可以保持緘默、有請輔

佐人、法律扶助來幫忙，以及請求調查有利自己的證據等權

利。 

(二)因少年(兒童)年紀尚輕，開庭時除由法定代理人(通常是父

母)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例如：祖父母、實際照顧少年之人)



陪同出庭外，亦可能需要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所以在少事法

中明文規定，如少年有需要，得隨時選任輔佐人，通常是律

師，惟如果選任非律師者，應得法院之同意。如少年觸犯最

輕本刑 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少年為中、低收入戶之

身分經聲請指定輔佐人者，法院並應指派公設輔佐人，來保

障少年程序上之權利，協助少年促成其健全成長。 

 

五、 審理的特色 

(一) 不公開審理：為了保護少年的隱私和尊嚴，法院在處理少

年保護事件時，都是採取不公開的方式；法院審理少年刑

事案件時，也是如此，不過，如果少年、少年的法定代理人

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要求審判公開時，除非法律有特別規

定(例如:性侵害案件)，則法院就要公開審理。 

(二) 法官不著法袍：於一般法庭，法官依照規定，於開庭時會

穿著藍色法袍，但在少年保護庭，法官不著法袍，以祛除

嚴肅的法庭壓迫感，希望藉此緩和

少年的緊張情緒；而且法官開庭時

態度也應和藹懇切。 

(三) 少年保護庭圓桌式「協商式審理」
1
： 

在少年保護庭的法庭布置上，捨棄

具高度的審判檯，改以平面之圓

桌，便於法官、少年調查官、少年、少年的

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等，透過協

商式審理，彼此討論少年非性(虞行)情形及成因，以及未

來應如何協力輔導少年。相關法庭位置安排，請見下圖。 

                                                 
1 但並非所有類型的保護事件均可適用協商式審理，若少年（兒童）經調查、審理程序，仍無

從認定其有非行行為時，則應為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諭知。 



 

 

 

 

 

 

 

 

 

 

 

 

 

 

 

 

 

 

 

 

 

六、 保護處分多元化--以保護代替監禁，教育代替懲罰 

法官對進入審理之少年保護事件，除裁定移送檢察官或為

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外，會裁定下列適當之保護處分:1、訓

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2、保護管束，並得命勞動服

務。3、安置輔導。4、感化教育。另有命禁戒、治療之附屬

處分。 



    在處分的選擇上，並沒有輕重之分，考慮的重點在於適

合少年與否。由於每一種處分的性質與執行方式皆不同，所

以對於觸犯同種罪名的數個少年，法院會針對少年的個別

需求及行為狀況，而有作出不同的處分裁定。 

七、 修復式司法之精神--彌補過錯 

少事法除給予少年改過遷善的機會外，於另一方面也考慮

到被害人所受的傷害，法官審酌各項情況後亦可以經過少

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同意，請少年向被害人道

歉、寫悔過書及賠償等方式，促使少年瞭解須為自己的行為

負起責任。 

 

八、 加重成人教唆少年犯罪之刑責 

少年涉世未深，易受友伴影響，少事法規定成人利用或幫助

少年犯罪須加重處罰二分之一。透過加重處罰之規定，嚴懲

利用未滿 18歲之少年為非做歹的人。 

 

九、 子不教父母之過—親職教育輔導 

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如祖父母)，如果有忽視教養致少年

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為促使他們善盡教養的責任，提升

親職能力，法院會要求這些家長，接受親職教育輔導課程，

學習與子女相處溝通之道，以引導孩子回歸正途。惟家長如

不願意配合來法院上課或是上課的時數不夠，法院會裁定

罰錢。  

 

十、 重新開始--前科塗銷制度  

為了保護少年的隱私，避免犯罪標籤影響少年前途，給予少

年重新開始之機會，少事法規定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案



件在裁定確定後即可塗銷；轉介處分執行完畢後 2 年；保

護處分、刑事處分執行完畢 3年後可塗銷前案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