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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立法保护的思考 
◆林倩倩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摘要：儿童早熟化在现今越来越具象，法律上对儿童的定义并不明确且

针对儿童的权利也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很多人会质疑儿童是否能拥有

权利，其拥有权利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童属于特定的弱势群体，受到
侵害的概率远远大于其他群体，我国应尽早制定操作性强的儿童权利保

护立法，保障儿童群体的生存权、受教育权、自我保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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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权利的历史演变 
随着儿童解放运动的兴起，儿童权利问题真正成为西方学界

普遍的研究热点,分为儿童权利反对派与儿童权利支持派两大观
点对立的阵营。反对派认为：“如果允许我们使用常用的‘权利’
一词来探讨动物或婴儿的权利，那么‘权利’的表达就是无意义
的，因为这种表达将与其他不同道德情势中的表达相混淆，即在
这些道德情势中用来表达一种特有权力的‘权利’不能够被其他
的道德表达所取代。”支持者们则从“平等主体论”、“请求论”、
“利益论”、“关系论”以及“赋权论”的角度对儿童持开放态度，
将儿童权利看成是儿童成长为健康、有用的成人的手段。再看我
国，对儿童权利的关注也颇多，这方面的专著浩瀚如烟，结合儿
童观在历史上的演变，论证了儿童的权利主体资格。 

儿童由于身心发展的不成熟会导致自身极易受到外界的干
扰，而儿童权利的最终目的是能让儿童有自我保卫权。长期以来，
儿童被视为成人的附属物，是需要外界呵护的一个群体。这种观
念会给儿童以“我不能独自面对并解决困难”的错觉，儿童需要
独立，需要呵护，更需要自我保卫。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权利
是休息权、闲暇权、游戏权（狭义）、娱乐权、文化和艺术活动
权。游戏是一把双刃剑，运用的好就能从积极方面来促进儿童创
新实践能力，为此家长与国家都负有对儿童游戏时监督与指导的
义务。 

二、儿童权利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的立宪旨趣上看，我国宪法属于儿童培育型宪法，其

有关儿童权利的规定基于对儿童的两点价值判断：其一，儿童属
于弱势群体，在整个年龄分层中属于最易受到欺骗和伤害的层
级，需要各界无微不至的关怀；其二，儿童具有意义非凡的发展
前景，就像投资一份拥有巨大回报的金融产品一样。这种立宪旨
趣集中体现在我国宪法第 46 条和 49 条。宪法中对儿童的培育是
基于公众对儿童权利赋予的关注，同样也需要更多的立法来强化
完善。 

“儿童不是被造（made）成人的，他们是被生（born）成人
的”从本源上看，儿童权利源于儿童同成人一样拥有自身固有的
尊严与人格。在当代人权语境下，“普遍权利除了人类成员资格
外别无所侍，一个人拥有人权仅需要其生而为人。”如果儿童被
剥夺了权利，无论受到怎样的友善对待，他们都是旁人、圈外人，
而非“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最易受到侵害的群体是儿童：据
美国一项调查统计，未成年幼女被性侵的几率是 19.7%，男童是
7.9%；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上，儿童权利是
一种预防性的手段，严厉的惩罚才是遏制犯罪的最好途径，事前
防御比事后关怀要来的更加有效果。 

三、对儿童权利的路径探索 
Grace Abbott 说过：“一个国家的进步，主要不取决于其 GDP

在世界上的排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水
平。”我国的总体 GDP 水平领先全球，而在儿童权利方面却相形
见绌，故如何保证五尺之童，“大权在握”的局面是目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 

个人以为，在我国，儿童权利的宪法重构路径分三步：第一，
理念是最重要的。每个人对外界的评断都是主观的，如果有一种
被大众普遍都接受的儿童权利的理念的出现，将会少走很多弯
路。若是国家强制规定，又有一种国家“干涉”家庭的感觉，故
第一步是建立好人们对儿童权利的理念；第二，将儿童权利融入

宪法，一是特别确立儿童的宪法人格，二是增加儿童权利的条文，
可以参照国外的条文；第三，充分实施。从上至下，一级一级的
往下渗透，并且互相监督，定期抽样调查，或许可以成立一个儿
童权利保护部门。 

近代以来，儿童权利在中国宪法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隐
性到显性的发展历程，儿童从受保护到自我护卫的局面也在逐渐
形成。我们有理由相信五尺之童，“大权在握”的局面一定会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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