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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生

林之校因父亲生病住院，与父亲的主刀医生顾魏邂逅

并相爱的浪漫爱情故事。

　　作为一部现代都市情感剧，这部剧除了“甜”，还有

这些不一样的“看头”。本期【追剧学法】，将由《法治日

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任

战敏带领我们一起，用法律人的视角走进“余生”。

　　场景一：林之校的父亲得了胃癌，为了说服顾魏医

生为其父亲主刀手术，林之校送顾魏水果等礼品，都被

他拒绝。无奈之下，林之校硬塞给顾魏一个红包。不过，

顾魏没收，而是将钱退回了林之校父亲的诊疗卡里。现

实中，如果医务人员收受红包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

　　我国医师法明确规定，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

索要、非法收受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如果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上述行为，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

医师执业证书。

　　场景二：顾魏拒绝再做手术的原因是因为有心理

障碍。原来，顾魏曾给自己的老师做过手术，手术虽然

是成功的，但术后却出现了急性大出血。顾魏认为这

是一次医疗事故，是自己害死了老师。实践中，认定医

疗事故的条件是什么？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指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

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

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医疗事故的认定条件是：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

须是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取得相应

资格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诊疗护理工作中存在

过失；给患者造成危害结果，如死亡、残疾、组织器官

损伤导致功能障碍；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有直接

的因果关系。

　　场景三：医院中，有病人家属闹事，推搡间拿起东

西就要打顾魏。眼疾手快的林之校，冲上去替顾魏挡

了下来，自己的额头却被打伤了，顾魏为她止血治疗。

患者家属殴打医生触犯哪些法律？

　　如果患者家属殴打医生，对医生身体故意实施伤

害，伤情鉴定达到轻伤及以上或重伤的，行为人涉嫌

故意伤害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

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如果患者家属采取暴力行为剥夺医生生命，则涉

嫌故意杀人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

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

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场景四：顾魏放下心结，答应为林之校父亲做手

术。手术非常成功，顾魏和林之校也在相处中感情升

温。不过，顾魏的父母却认为高浠是理想的儿媳，便撮

合顾魏和高浠在一起。顾魏向父母解释，他和高浠只

是同事关系，并没有感情基础。父母干涉子女婚姻是

否违法？

　　我国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

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民法典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

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民法典第一千

零四十六条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

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加以干涉。同时，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专门设置了“暴

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

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因此，父母无权干涉儿女的婚姻。

　　场景五：为了避免被父母催婚，顾魏决定搬出去

租房子住。中介把租房合同发到了顾魏的邮箱。此时，

恰巧高浠在顾魏的办公室，看到了顾魏电脑桌面弹出

的邮件。感到好奇的她打开了顾魏邮箱看到了租房合

同，并把顾魏租房的事告诉了顾魏父母。私自偷看他

人电子邮件是否违法？

　　私自偷看他人电子邮件侵犯他人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冒

领、隐匿、毁弃、私自开拆或者非法检查他人邮件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

百元以下罚款。

　　如果情节严重的，还

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我国

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

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

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

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

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罗聪冉）  

余生，这些法律问题请多指教

□ 陈俊颖 范京川

　　企业破产程序中，破产企业与债权人互负

到期债务的情形较为常见。按照企业破产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可以

行使抵销权，其债权不受法定清偿顺序的限制，

可以在排序在前的债权获得清偿之前通过抵销

而全额清偿，使得破产中的抵销权具备“超级

优先权”的法律地位。

  实践中，部分债权人出于种种原因未申报

或未及时申报债权，而径行向破产企业的管理

人主张抵销或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抵

销。该行为效力如何，能否发生抵销的效果，

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债权真实、合法的基

础之上，未经申报也可以行使抵销权。

　　首先，法律并没有规定未经申报的债权不得

抵销。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

未经申报的债权不得抵销。否认未经申报的债权

能够抵销，于法无据，也有悖私法自治。企业破产

法上的抵销制度，本来即是破产债权只能依照破

产程序受偿的例外。结合我国确立破产抵销制度

的原意，认可未经申报的债权可以抵销，符合“相

同的当事人，同样的债权”能够处于平等地位的

要求。同时，避免出现“债权人对破产企业的债

务，被要求全面适当履行；而债权人对破产企业

的债权，却只能在破产程序中按比例清偿”的不

公平现象。只要债权真实、合法，申报与否并不影

响抵销权行使的结果。

　　其次，债权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

条的相关规定行使合同法上的抵销权。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四条系对债权申报法律效果的规定，即

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可以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从文义上对该条进行反对解释，

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法律效果是不得依照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这表明，债权人依

照其他法律规定享有的权利并未受到限制，仍然

可以行使，破产抵销权的存在并不排斥合同法上

的抵销权同时存在和独立行使。

　　最后，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行使抵销权应当

遵循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可抵销债权

性质、行使规则等的规定。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虽然行使的是合同法上的抵销权，但由于债务企

业已经处于破产程序中，加之企业破产法有关可

抵销债权性质、行使规则方面的规定相对合同

法中抵销权的规定系特别规定，企业破产法及其

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得到适用。根据债务性质、

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能抵销的债权

禁止在破产程序中抵销，如劳动报酬、税收、股

东欠付出资、侵权损害赔偿、股东滥用股东权利

或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等债务。行使时间上，

应当在破产最终分配方案确定前行使，否则将

会延误破产程序的推进。行使规则上，管理人

不得主动抵销债务人与债权人的互负债务，

除非抵销使债务人财产受益。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破产程序中未经申报的债权也可行使抵销权

建章立制整合各界力量

　　16岁的胡同学，因被嘲笑长得胖，竟持刀与同学

做了个了断……

　　经过社会调查、心理测评，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

察院的检察官发现，胡同学是一位留守儿童，平时在

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欺负；他想当厨师，却遭到父母

反对。检察官触摸到了案件背后少年心里的压抑和痛

苦，最终对胡同学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但“不起诉”并非“不管束”，胡同学被安排在观护

基地接受全方位的教育矫治，在那里他如愿以偿地学

上了烹饪课。

　　像这样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和重新犯罪的预

防，正是上海检察机关经过35年的经验积累，形成的

未成年人保护上海检察模式，这也是上海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的一个缩影。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公安、检察院、法院、共

青团等单位先行先试，首创的“社会观护”“合适成年

人”“心理干预”“回访帮教”等举措，不仅在全国立法

中被采用，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全国第一个少年

法庭、第一个“少年起诉组”、第一个独立的少年警务机

构“少年科”、第一家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专门机

构、第一个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地方标准……在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上海始终走在前列。

　　然而，尽管各单位已经在预防未成年犯罪中各展

其长，却缺乏协同机制明确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责范

围。为此，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职能部门，共

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

公室便计划为预防未成年犯罪制定一部地方性法规，

为这项工作做好顶层设计。

　　“从2010年开始启动筹备立法工作，到2022年的表

决通过，上海地方立法历时12年，《条例》有效地填补

了本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的空白。”上海市青少

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社工处处长苏玉峰说。

　　据肖建国介绍，“多部门协调”是《条例》立法过程

中最大的难点，同时还是此次立法最大的特色，有效

避免因各部门信息不畅、力量分散、效果甚微导致的

治理“真空”问题。

　　《条例》共分“总则”“预防支持体系”“预防犯罪的

教育”“对不良行为的干预”“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

“对重新犯罪的预防”“法律责任”“附则”等8个章节。

当青少年遇到困境时，社会各方该履行什么义务，该

作出什么反馈，都规定得明明白白。

　　例如，《条例》要求市区两级要“依托平安上海工

作协调机制”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日常工

作由同级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具体承担”

“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应当建立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

应用”。

制度保障强化专业支持

　　“对孩子的帮助既需要全社会共同合力，也需要

专业力量的支撑。”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费

梅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她数十年的研究发

现，许多涉案未成年的罪错萌芽，都是从校园开始的，

也正是她提出“初二现象”。

　　“我们通过对涉案未成年的回溯性研究发现，初

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在实现自我同一性、获得自主感等

方面会面临不少困惑与挑战。”费梅苹说，如果在当时

那个时间节点有更专业的力量尽早察觉青少年的成

长困境，能够去拉一把，提供一些支持，作一些阻断，

一切可能会不一样。因此，她认为《条例》第三十四条

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创新和突破。

　　《条例》第三十四条明确，本市探索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者驻校或者联系学校工作机制，依托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站点及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协助中小

学校开展道德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毒

品预防教育、行为矫治等活动。

　　“虽然仅是短短的两句话，但对学校引入社工参

与未成年人预防犯罪教育作出立法肯定，可以称得上

是制度上的重大创新突破。”费梅苹说。

　　事实上，这两句话也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从上海

近20年青少年社会工作中提炼而来。据了解，在上海

市委政法委的领导下，上海成为全国最早探索社区青

少年服务帮扶机制的城市。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从

2002年便开始探索布局上海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此

后，上海团组织成立了“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

中心”，专门在社区为失学、失管、失业青少年提供服

务，把预青工作前置，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目

前，上海的青少年社工队伍已经拥有近700人，服务也

从社区拓展到了学校、司法等领域，建立了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的全链条式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在费梅苹看来，社工对学生而言，不像心理老师

那么敏感，也不像任课老师那样苛刻，能“非评判”及

更亲近地从学生的需求出发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

从关系的角度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给出专业意见，在

治未病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而对于社工的薪酬待遇方面，此次《条例》也作出

专门规定。《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各级行政机关以及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使用财政性资

金委托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提

供司法社会服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规定。

区域协同输出上海经验

　　近年来，上海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继续在长三

角区域合作、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未成年人专业

咨询服务、学生欺凌防治、专门矫治教育、未成年人社

会观护等诸多领域进行积极探索，而固化这些宝贵的

创新经验也成了此次《条例》的重要任务。

　　以长三角区域合作为例，上海贯彻落实《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的要求，积极推动“长三角青少年社工联盟”

的成立。

　　《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本市与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共同建立健全长江三角洲区域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工作联动机制，推动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交流和合作，加强相关工作经验和信息共享。

　　“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显得尤为重要。”肖

建国表示，通过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向其他地方共

享“上海经验”，不仅能够提升当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工作，还能有效降低上海罪错未成年人比例。

　　苏玉峰也表示，上海在立法调研中，吸取各地优

秀经验，在上海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固化提炼形成

现在这部《条例》。《条例》的出台，又将指导上海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迈上更高台阶。

　　如今，《条例》已经正式施行超过一个月，各部门、

各单位对新法的宣讲学习也正紧锣密鼓地实施当中。

原计划二季度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还将牵头各相关部门召开一场推进会，依照新法部署

今年重点工作，在信息化建设、设立专门机构等方面

作出进一步突破。

漫画／高岳  

上海立法凝聚合力防范“初二现象”

  更多内容请参见《法

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见习记者 张海燕

　　一次逃课、一次打架、

一次和家长的争吵……都

可能会让小学高年级至初

二的孩子误入歧途，走上罪

错道路，有学者将其称为

“初二现象”。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关系千

万家庭幸福安宁与社会和

谐稳定。”上海市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工作立法课题组

组长肖建国表示，上海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修订后，率先启动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系

统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守护

未成年人，同时肯定专业社

工在预防犯罪中的重要地

位，形成特色鲜明的“上海

经验”，并通过地方立法予

以确认。

　　3月1日起，《上海市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

《条例》共8章60条，是上海

首部全面规范和推进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地方

性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