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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重大转型，刑事司法制度正在发生缓慢却相当深刻的变化。
与过去法学界对被告人权利保障问题高度推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现在开始真正关
注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问题。
特别是刑事和解运动的兴起，辩诉交易制度的引入，加上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暴露出
诸多缺陷和不足，使得法学界对被害人问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一时间，被害人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问题成为诉讼法学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多部有关“被害人权利保
障”问题的博士论文也相继问世。
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展开。
如果从被害人提起自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相对于公诉而言的自诉程序问题；如果从确保被害人获
得民事赔偿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民事侵权与犯罪、民事赔偿之诉与刑事诉讼的关系问题；如果从刑
事和解、辩诉交易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又是一个对抗性司法与合作性司法的关系问题。
当然，对于被害人问题的研究，最具有挑战性的当属被害人在刑事公诉程序中的诉讼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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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为破解“被害人应不应当成为公诉程序当事人”的理论难题提供一种新思路。
通过将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揭示了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正当性来自于其享有的
诉权；而由于刑事诉讼结构的先天性失衡，法律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保障以达到“平等武装”，被
害人诉权的行使方式及法律效果不得不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有着不同于民
事原告或刑事被告的特殊性。
被害人诉权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对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传统的“控、辩、裁”三角结构是以诉
讼职能为基础的，而由裁判权、公诉权、被害人诉权、被告人诉权组合而成的则是以诉讼主体为基础
的“四极构造”；由于被害人诉讼利益的不确定性，“四极构造”的理论模型不是一个规则的四方形
，而是一个由控辩裁三角结构演化而成的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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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全书正文共七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对刑事诉讼中与被害人相关的主体概念
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刑事诉讼三阶段论”。
在“前诉讼阶段”，被害人的相对方是犯罪人；在“定罪前阶段”，被害人的相对方是被追诉人（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定罪后阶段”，被害人的相对方是被定罪人（法定的犯罪人）。
正是因为作为被害人相对方的犯罪人、被追诉人、被定罪人的同一性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导致既往
的研究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理据与限度往往失之偏颇。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依循“世界的眼光，中国的问题”的治学方法④，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理论与实践
中的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回顾和介绍了世界范围内被害人保护运动的潮流与趋势，考察了我国1996年
刑事司法改革前后被害人诉讼地位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变化（或者不变），揭示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理
论无法解决被害人当事人地位问题，因而必须回溯到被害人的诉权为其当事人地位奠定坚实的理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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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2005年12月28日早晨的上班路上，我满脑子都在为构建“四极构造”理论模型而
苦苦思寻适当的几何图形——这样的努力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却始终一筹莫展。
尽管此前已有学者从加强被害人程序保护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四方构造”理论，并将经典的“控辩
裁”三角形发展成了以被害人为独立一方的四边形；但我的研究表明，即便为了尊重和恢复被害人的
诉讼主体地位，也不能对诉讼结构做简单的加减法——我的理由能够从几何学上得到最简明的回答：
三角形则是最稳定的，它的程序法意义在于，所有诉讼参与者的目的和作用都不会超出控、辩、裁这
三种基本功能；而四边形是不稳定的，被害人利益指向的不确定性影响着诉讼结构的平衡。
在“四方构造”的理论模型中，被害人与法官相对位于一个规则四边形的两端，并与法官一样不偏不
倚地居于控辩双方正中，在我看来，这实在太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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