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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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发〔2014〕24 号） 

 
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加强未成年人行政保护和

司法保护工作，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监护照料，根据民法通

则、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处理监护

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以下简称监护侵害行为）的有关工

作制定本意见。 

一、一般规定 

1.本意见所称监护侵害行为，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

下简称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

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胁迫、诱骗、利

用未成年人乞讨，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等行为。 

2.处理监护侵害行为，应当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充

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人格尊严，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

先保护。 

3.对于监护侵害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或

者举报。 



公安机关应当采取措施，及时制止在工作中发现以及单位、

个人举报的监护侵害行为，情况紧急时将未成年人带离监护人。 

民政部门应当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包括救助管理

站、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对因受到监护侵害进入机构的未

成年人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必要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

资格。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和撤销监护

人资格案件并作出裁判。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处理监护侵害行为的工

作依法实行法律监督。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设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专门工作机构的，应当优先由专门工作机构办理监护侵害案件。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应当充分履

行职责，加强指导和培训，提高保护未成年人的能力和水平；

加强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未成年人行政保护和

司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5.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应当加强与

妇儿工委、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共青团、妇联、关工委、未

成年人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等的联系和协作，积极引导、

鼓励、支持法律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组织

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受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的保护

工作。 

二、报告和处置 



6.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

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个人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

的，也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7.公安机关接到涉及监护侵害行为的报案、举报后，应当立

即出警处置，制止正在发生的侵害行为并迅速进行调查。符合

刑事立案条件的，应当立即立案侦查。 

8.公安机关在办理监护侵害案件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及

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保证办案质量。 

询问未成年人，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采取和缓

的方式进行，防止造成进一步伤害。 

未成年人有其他监护人的，应当通知其他监护人到场。其

他监护人无法通知或者未能到场的，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其他

成年亲属、所在学校、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的代表以及专业社会工作者等到场。 

9.监护人的监护侵害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

关应当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情节特别轻微不予治安管理

处罚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并通报当地村（居）民委员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对于疑似患有精神障碍的监护人，已实施危害未成年人

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未成年人安全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

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



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11.公安机关在出警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身体受到严重伤

害、面临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的，

应当将其带离实施监护侵害行为的监护人，就近护送至其他监

护人、亲属、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未成年人有表达能力的，应当就护送地

点征求未成年人意见。 

负责接收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人员（以下简称临时照料人）

应当对未成年人予以临时紧急庇护和短期生活照料，保护未成

年人的人身安全，不得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应当书面告知临时照料人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和撤销监护人资格。 

12.对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需要医疗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

当先行送医救治，同时通知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亲属照料，或者

通知当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展后续救助工作。 

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医疗救治费用。其他亲属和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等垫付医疗救治费用的，有权向监护人追偿。 

13.公安机关将受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护送至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供案件侦办查处情况说明。 

14.监护侵害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告知未

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告诉或者代为告诉，并通报所在地同级

人民检察院。 

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由人民检察院起诉。 



三、临时安置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15.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接收公安机关护送来的受监

护侵害的未成年人，履行临时监护责任。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履行临时监护责任一般不超过一年。 

16.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以采取家庭寄养、自愿助养、

机构代养或者委托政府指定的寄宿学校安置等方式，对未成年

人进行临时照料，并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情感抚慰等服

务。 

未成年人因临时监护需要转学、异地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予以保障。 

17.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近亲属要求照料未成年人的，

经公安机关或者村（居）民委员会确认其身份后，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可以将未成年人交由其照料，终止临时监护。 

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要求照料未成年人的，经未成

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同意，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可以将未成年人交由其照料，终止临时监护。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未成年人送交亲友临时照料的，

应当办理书面交接手续，并书面告知临时照料人有权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和撤销监护人资格。 

18.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以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

会力量，对监护人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等教育辅导工作，

并对未成年人的家庭基本情况、监护情况、监护人悔过情况、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状况以及未成年人意愿等进行调查评估。监



护人接受教育辅导及后续表现情况应当作为调查评估报告的重

要内容。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调查评估工作的开展。 

19.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与公安机关、村（居）民委

员会、学校以及未成年人亲属等进行会商，根据案件侦办查处

情况说明、调查评估报告和监护人接受教育辅导等情况，并征

求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意见，形成会商结论。 

经会商认为本意见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的危险状态已消除，

监护人能够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

及时通知监护人领回未成年人。监护人应当在三日内领回未成

年人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会商形成结论前，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不得将未成年人交由监护人领回。 

经会商认为监护侵害行为属于本意见第 35 条规定情形的，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20.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通知监护人领回未成年人的，应

当将相关情况通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辖区公安派出所、村（居）

民委员会，并告知其对通报内容负有保密义务。 

21.监护人领回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指

导村（居）民委员会对监护人的监护情况进行随访，开展教育

辅导工作。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也可以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

会力量，开展前款工作。 

22.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其他临时照料人可以根据需



要，在诉讼前向未成年人住所地、监护人住所地或者侵害行为

地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其他临时照料人也可以在诉讼

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23.人民法院接受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后，应当按照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作出裁

定。经审查认为存在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危险的，应当作出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人民法院接受诉讼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后，应当在四

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接受诉讼中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情

况紧急的，也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人身安全保护裁

定应当立即执行。 

24.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可以包括下列内容中的一项或者多项： 

（一）禁止被申请人暴力伤害、威胁未成年人及其临时照

料人； 

（二）禁止被申请人跟踪、骚扰、接触未成年人及其临时

照料人； 

（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未成年人住所； 

（四）保护未成年人及其临时照料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25.被申请人拒不履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危及未成年人及

其临时照料人人身安全或者扰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秩

序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其他临时照料人

有权向公安机关报告，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被申请人有其他拒不履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行为的，未成

年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其他临时照料人有权向人民

法院报告，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

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6.当事人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四、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 

27.下列单位和人员（以下简称有关单位和人员）有权向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一）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

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 

（二）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

母所在单位； 

（三）民政部门及其设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四）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 

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中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

人的单位和人员提出，也可以由前款中其他单位和人员提出。 

28.有关单位和人员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应

当提交相关证据。 

有包含未成年人基本情况、监护存在问题、监护人悔过情

况、监护人接受教育辅导情况、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状况以及未

成年人意愿等内容的调查评估报告的，应当一并提交。 



29.有关单位和人员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请出具相关

案件证明材料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提供证明案件事

实的基本材料或者书面说明。 

30.监护人因监护侵害行为被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

应当书面告知未成年人及其临时照料人有权依法申请撤销监护

人资格。 

对于监护侵害行为符合本意见第35条规定情形而相关单位

和人员没有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建议当地民政部

门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31.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由未成人住所地、监护人住

所地或者侵害行为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受理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不收取诉讼费用。 

五、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审理和判后安置 

32.人民法院审理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比照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特别程序进行，在一个月内审理结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

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33.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调查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听取

被申请人、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学

校、邻居等的意见。 

34.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可以聘请适当的社会人士对未成

年人进行社会观护，并可以引入心理疏导和测评机制，组织专

业社会工作者、儿童心理问题专家等专业人员参与诉讼，为未

成年人和被申请人提供心理辅导和测评服务。 



35.被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其

监护人资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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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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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不改的； 

（三）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六个月以上，导致未成年人

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着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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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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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六）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

的； 

（七）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36.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未成年人有其他监护人的，应当

由其他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其他监护人应当采取措施避免未

成年人继续受到侵害。 

没有其他监护人的，人民法院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在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的人员和单位中



指定监护人。指定个人担任监护人的，应当综合考虑其意愿、

品行、身体状况、经济条件、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情感联系以及

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愿等。 

没有合适人员和其他单位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

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其所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37.判决不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需要走访

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也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辖区公安派出所、

村（居）民委员会、共青团、妇联、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监护

人所在单位等发出司法建议，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对监护

人的监督指导。 

38.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侵害人，自监护人资格被撤销之日

起三个月至一年内，可以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

并应当提交相关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将前款内容书面告知侵害人和其他监护人、

指定监护人。 

39.人民法院审理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案件，按照变更监护

关系的案件审理程序进行。 

人民法院应当征求未成年人现任监护人和有表达能力的未

成年人的意见，并可以委托申请人住所地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或者其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对申请人监护意愿、悔改表

现、监护能力、身心状况、工作生活情况等进行调查，形成调

查评估报告。 

申请人正在服刑或者接受社区矫正的，人民法院应当征求



刑罚执行机关或者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 

40.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确有悔改表现并且适宜担任

监护人的，可以判决恢复其监护人资格，原指定监护人的监护

人资格终止。 

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得判决恢复其监护人

资格： 

（一）性侵害、出卖未成年人的； 

（二）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六个月以上、多次遗弃未成年

人，并且造成重伤以上严重后果的； 

（三）因监护侵害行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41.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终结后六个月内，未成年人及其现

任监护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42.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父、母应当继续负担未成年人的抚

养费用和因监护侵害行为产生的各项费用。相关单位和人员起

诉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3.民政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将符合条件的受监护侵害

的未成年人纳入社会救助和相关保障范围。 

44.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承担抚养职责的儿童福利机构

可以送养未成年人。 

送养未成年人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判决一

年后进行。侵害人有本意见第 40 条第 2 款规定情形的，不受一

年后送养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