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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少年ㄟ歹路不可行-少年事件處理程序 

  

    少年犯案後，在什麼情況下是依少年保護事件程序處理？那

些情形需移由檢察官偵查依刑事程序處理？可以簡單說明如下： 

 

一、少年保護事件 

二、少年刑事案件 

三、少年事件受理方式 

四、地方(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法庭相關人員介紹 

 

 

 

 

 

 

 

 

 

 

 

 

 

 

 

 

 



一、 少年保護事件 

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的範圍包括兒童、少年觸法行為及少年

虞犯行為: 

 

(一) 少年觸法行為(12歲以上未滿 18歲)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的行為時，除了

有下列二、「少年刑事案件」所述情形，由法官裁定移送檢

察官依刑事程序偵查起訴外，均是以少年保護事件程序處

理。 

(二)兒童觸法行為(7歲以上未滿 12歲) 

     依照少事法的規定，7歲以上未滿 12歲的兒童如果有觸犯

刑罰法律的行為，也是依少年保護事件程序處理。 

 

 

 

 

 

 

 

 

 

 

 

但如果是 7 歲以下的兒童有觸法行為(如偷東西)，法院須

如何處置呢？因為少事法最低適用之年齡為 7 歲，如果未

滿 7 歲的兒童有觸法行為，則是屬於父母親或法定代理人

教養約束問題，不是法院所受理之範圍，警察也不會將未

滿 7 歲兒童移送法院。但如果因為 7 歲以下兒童的觸法行

為，導致他人權利受損，法定代理人監督不周，仍需負起民

事連帶賠償責任。家長如無力管教時，如符合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之規定，也可以請求縣(市)政府協

助輔導。  

 

 

 

 

 

 

 

 

 

 

 

 

 

 

 

 

 

 

 

(三)少年虞犯行為(12歲以上未滿 18歲) 

成人的行為必須已經構成犯罪，警察始可依法移送，但在

少事法中規定，少年的行為雖尚未構成犯罪，但少年已出

現 少 事 法第 3條第 2款所定之偏差行為時(例

如: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

人交往、經常出入少年不

當進入之場所、經常逃學逃家、

參加不良組織、無正當理由經常

攜帶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



規定以外的物品、吸食或施打煙毒麻醉樂品以外之迷幻物

品、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但法律沒有處罰等七種情形)，

並依少年的性格及環境衡量，認如果不及早介入處理，少

年即可能會觸犯刑罰法律，基於保護少年的目的，國家也

會以少年保護程序加以處理。在英國、日本等先進國家也

都有「少年虞犯制度」的設計，來保護未成年人。但如果 12

歲以下的兒童有虞犯之行為 (例如:逃學、逃家)，則不是

法院可以處理，不能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予以保護，因兒

童年紀尚小，仍以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教養為宜。 

法院處理少年虞犯的重點，並非其行為之可責性，反

而是以少年在家庭、學校、社會「需保護性」之高低來衡

量。舉例來說，就學、就業正常之某甲少年，如果僅偶發竊

取１次物品，而乙少年則為長期未就學、就業或日夜作息

均不正常，並且有吸食 K 他命之習慣，甲、乙這二位少年

需保護性高低之衡量，並非如同刑罰法定刑之量化程度來

判斷，認為非行少年甲之需保護性必定大於虞犯少年乙，

此時法院即會視個案狀況，為適當之保護處分。少事法規

範「少年虞犯」的目的即是要避免虞犯少年誤入歧途，及早

引導其走向正途。(回處理程序列表) 

 

二、少年刑事案件 

(一) 絕對刑事案件:少年犯案有下列情形，法官就應移送檢察官

處理，而不以少年保護事件程序處理。 

1、觸犯重罪: 

滿 14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之少年，觸犯最輕本刑 5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重罪(例如:殺人罪)者。 

2、事件繫屬後少年已滿 20歲: 

少年在未滿 18歲時犯罪，但法院收受案件(繫屬)處理中，

少年已滿 20歲者，即應移送由檢察官偵查，按刑事程序進

行，而非依上述保護程序進行。 



 

 

 

 

 

 

 

 

 

 

 

(二)相對刑事案件:得裁定移送檢察官 

少年犯案時已經年滿 14 歲，依法官調查之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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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也可以裁定移送檢察官，由檢察官

偵查。(回處理程序列表) 

 

 

 

 

 

 

 

 

 

 

 

 

 

 



三、少年事件受理方式 

少年事件的受案來源，多數來自警察局的移送，對於未犯

罪的虞犯少年，家長及少年肄業的學校也可「請求」法院處

理。另外，任何人如果知道少年(兒童)有觸法行為時，都

可以向法院「報告」。還有，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法院於

執行職務時，如果知道兒童、少年有觸法或少年有虞犯行

為時，應該要「移送」法院處理。(回處理程序列表) 

 

 

 

 

 

 

 

 

 

 

 

 

 

 

四、地方(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法庭相關人員介紹 

(一)地方(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為地方(少年及家事)

法院少年法庭的核心人物，經過司法院專業的培訓、遴選的

專業少年法庭法官，負責少年事件之調查、審理、裁定、執

行及連結相關資源，引領少年事件之進行。  

(二)少年調查官：負責調查少年(兒童)觸法或虞犯的行為成

因，對少年的品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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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了解提出報告，

向法官做出妥適的處遇意見。 

(三)少年保護官：監督、輔導受保護處遇之少年(兒童)，並評

估成效供法官參考。 

(四)書記官：負責關於案件之庭訊紀錄及案件執行相關的行政

工作(包括前科塗銷)。 

(五)心理測驗員：對地方(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法庭之少年(兒

童)施以心理測驗並進行專業解析，並將測驗結果製作書面

資料提供法官、少年調查官參考，並在調查或保護階段對

少年(兒童)進行專業心理評估衡鑑。 

(六)心理輔導員：協助少年保護官進行個案諮商輔導，轉介心

理諮商或治療之先期評估，並製作書面報告等或幫助少年

保護官執行團體假日生活輔導。 

(七)佐理員：協助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處理一般調查保護

行政工作。 

(八)檢驗佐理員：協助需要採驗尿液的少年進行尿液採集，也

會協助調查保護室一些行政之工作。(回處理程序列表) 

 

 

 

 

 

 

 

 



【春風少年多想想】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錢多事少的工作是否可能隱藏潛在法律

風險呢？ 

 

◎人生除了玩樂，還有責任，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我為自己的

人生做過那些努力呢？ 

 

◎人人都會犯錯，就怕不改過，你有勇氣下定決心嗎？ 

 

◎我可以不會唸書，但不能不上進，不上進只會剝奪我人生該有

的快樂。 

 

◎你沒有身不由己，每個人的日子，都是自己選擇的結果。  

 

◎在學的年紀，將大好時光白白浪費，就是屬於跟自己將來過不

去的行為。 

 

◎你用什麼眼光看待自己，將是決定你未來最重要的關鍵。 

 

 

 

 

 

 

 

 

 

 

 



【現代父母多想想】 

 

◎養育孩子是條漫長的路，父母必須慢慢走。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沒有天上掉下來的好孩子，也沒有人天

生就會當父母，父母才是影響及改變孩子最重要的人。 

 

◎物質的缺乏，不見得是壞事，父母的關懷陪伴才是孩子成長所

需要的養分。 

 

◎「愛」是父母與孩子間心靈上的溝通，「自說自話」稱不上是

「愛」。以無限寬容的愛善待孩子，不要溺愛、偏愛、錯愛或不

愛，以感恩的心情，接納他們、擁抱他們、幫助他們、疼惜他

們。 

 

◎以信任、肯定、和讚賞的態度，放手讓孩子去發揮，過多的批

評及糾正，只會減損孩子想要上進的心。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勿拿孩子與他人(包括手足)比較，「成

就感」只能往自己身上找，在他人身上是找不到的。 

 

◎關心孩子，不必緊迫盯人，孩子需要的是方向，而不是該如何

走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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