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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学生江某某因春游时与女同学聊
天，引发同学不满而遭遇欺凌，在厕所被多
人殴打时掏出折叠刀反抗，导致2人重伤1人
轻微伤……

最高人民法院5月30日首次发布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其中这起涉及
学生欺凌的案件引人关注。

该案中，法院认定，江某某因遭受多名
学生欺凌而携带折叠刀被迫前往现场，在
面临多人殴打时持刀反击， 综合全案情
节，法院判定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负刑
事责任。

最高法这批指导性案例， 还涉及虐待未
成年家庭成员、违法向未成年学生售酒、婚内
监护权、隔代探望等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其中，陈某某、刘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
是一件涉及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员的案例。陈
某某在与刘某某同居生活期间， 以殴打、体
罚、冻饿、凌辱等方式，长期、频繁地对刘某
某的女儿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而刘某
某身为母亲也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和防范。
二人最终分别获刑16年、3年。

据介绍，该案明确与父（母）的未婚同居
者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
人属于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实现刑法对
所涉未成年人最大限度的保护。

不得向未成年人售酒是法律明文规定
的经营者禁止性义务，但实践中一些经营者
向未成年人售酒的现象依然存在， 胡某某、
王某某诉德某餐厅、蒋某某等生命权纠纷案
就是这样一起案件。该案例通过综合考量饮
酒未成年人自身及监护人、经营者等主体过
错情况，认定违法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
用的经营者对损害后果承担按份赔偿责任，
有利于促推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的法定责
任落实到位。

同时，这些案例中还有不少“首例”。张
某诉李某、刘某监护权纠纷案是首例婚内监
护权指导性案例，沙某某诉袁某某探望权纠
纷案是首例隔代探望的指导性案例。 据悉，
这些指导性案例在推动建立司法裁判规则、
甚至填补立法空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3年全省法院新
收行政一审案件 10284
件， 全省各级政府行政复
议机构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首次超过了行政一审案件
数量， 达10819件。5月30
日上午， 湖南高院联合省

司法厅、 省人社厅召开2023年湖南省行政争
议实质化解情况新闻通气会。

2023年，全省法院共新收行政案件2.3万
件，审结行政案件2.2万件。新收行政一审案件
10284件， 二审案件4795件， 再审审查案件
1865件， 再审案件54件， 行政非诉审查案件
5936件。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董岚
介绍，全省法院新收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中，涉
诉数量前五的行政行为分别是：行政处罚、行
政确认、不履行职责、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复
议。 涉诉数量前五的领域分别是： 自然资源
类，规划拆迁等城建类，治安、消防等公安类，
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类，市监、质检、税务、
食药卫监类。 区县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为被告的案件数量最多， 乡镇街道为被告的
案件败诉率最高。 程序违法仍是导致行政机
关败诉最主要原因。

省司法厅副厅长、 一级巡视员傅莉娟介
绍，2023年，全省各级政府行政复议机构新收
（包括受理和不予受理） 行政复议申请14351
件，同比增长82.8%，高于2022年和2021年新
收案件数之和。行政复议首选率70.4%，七成
人民群众首选行政复议渠道解决行政争议。
2023年， 以调解和解结案的行政复议案件共
2847件，调解和解率达27.8%，近三成行政复
议案件得到实质化解。

“2023年，行政复议法修订以后，把行政
复议定位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鼓励和
引导更多人选择行政复议来解决矛盾纠纷。行
政复议既是一种内部监督，也是自我纠错的机
制。” 湖南高院行政一庭副庭长谷国艳说，“近
七成人首选行政复议来解决行政争议，近三成
行政复议案件得到实质化解，体现行政复议争
议化解功能的充分发挥，也体现了它作为一种
解纷制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接受和认可。”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吉首市第一
中学，民警向学生
进行法律法规和
安全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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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意见回应相关热点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学校失职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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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首次发布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
初中生反击霸凌被认定正当防卫

最高人民法院5月30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意
见明确，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标本兼
治，惩防并举，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
纵容。其中特别强调：“对于主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
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法惩治，确
保司法公正。”

意见强调，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
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人
民法院发现监护人未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根据情况对监
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教育指导。未成年人的
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发
育、成长和康复需要，依法确定赔偿费用。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学校失职要担责

最高法意见强调“依法从严处理学生欺凌”。人民法院
在相关案件中发现存在学生欺凌现象的，应当与学校或培
训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沟通， 建议及时予以严肃处理，并
跟进处理进展。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学校未能及时发现和干预
欺凌、不良交友等问题，导致学生走向犯罪或者被侵害。最
高法意见对此明确规定，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
建议。

家庭监护管教缺失，法院可予以训诫

最高法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
事、行政案件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存在其
他因家庭监护管教缺失、不当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情形的，根据情况，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对于离婚案件中如何确定抚养权问题，意见明确尊重
未成年人意愿原则。其中规定，未成年子女向人民法院表
达意愿或者陈述事实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社会观护人员
或者其他合适人员在场陪同。陪同人员可以辅助未成年子
女表达真实意愿。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单独询问、听取未
成年子女意见， 并提供适宜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友善环
境，确保其隐私及安全。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将从重处罚

据最高法介绍，未成年人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产
生犯罪动机。近年来实施抢劫、盗窃、暴力伤害犯罪的未成
年人中，有近六成曾长期沉迷网络。

最高法意见对此提出，建立网络保护专项分析报告机
制。在涉及网络的未成年人案件中，对相关主体是否履行
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定义务进行审查。 发现存在问题
的，应当及时向有关网络企业、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对
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此外，针对一些人引诱、指使、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意见明确要依法从重处罚。其中特别强调，利用
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在校学生实施
犯罪的，以及通过向未成年人传授犯罪方法、提供毒品等严
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犯罪，
依法从严惩处。

未成年人在宾馆、歌厅、酒吧、网吧、剧本娱乐经营等场
所或者互联网平台受到性侵害等伤害，相关场所、平台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未成年人以此为由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综合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