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

13位ISBN编号：9787503681585

10位ISBN编号：7503681586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田思源

页数：24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

内容概要

本书的理论核心，是论证从“三方诉讼构造”到“四方诉讼构造”的理论转变；文章的写作贯穿了两
条主线：一是从犯罪的私人侵权性特征出发对传统犯罪观念的反思；二是对被害人的复仇与赔偿心理
在刑事程序中的疏导与限制。
从第一条线索出发，论述了被害人在公诉程序中的作用、检察官与被害人的关系、自诉程序对于被害
人的意义以及赔偿对于被害人的重要性等；而从第二条线索来看，被害人复仇心理实现于公诉程序和
自诉程序中，被害人获得赔偿的心理则主要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民事诉讼和国家补偿制度来实现
。
　　本书提出，犯罪的概念是严重的私人侵权性，由此伴随着犯罪本质、刑罚目的和量刑根据的转变
，国家在惩治犯罪人与保护被害人中应当保持适度的介入。
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新的犯罪概念观，打通犯罪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之间的界限
，确立“民刑责任并重”和　　“民刑次序并列”的民事赔偿制度；同时由于刑法与侵权法的同源性
，各国出现了刑法私法化的倾向，侵权行为法与刑法应当共同构成一个权利保障的有机体系。
　　复仇与赔偿是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之后产生的主要心理动机，这两种心理的实现在历史上经历了
从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的转变；现代刑事诉讼应当对被害人复仇与赔偿欲望进行合理疏导和适当限制
。
被害人复仇与赔偿两种心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应当注意防止其产生异化的情况。
　　从被害人的复仇心理来看，“报应性司法”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存在着诸多弊端，“恢复性
司法”一定程度上是对报应性司法的替代；而从被害人的赔偿心理来看，则会产生一种“补偿性司法
”，重视赔偿在被害人恢复中的重要作用。
　　“四方诉讼构造”是对传统“三方诉讼构造”在被害人保护方面缺陷的克服和对“以被告人为中
心”的刑事司法的改进，有助于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和促进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
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和对检察官权力进行制约，同时也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查明案情，因
此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
现代西方国家已出现了“四方诉讼构造 ”的萌芽。
但“四方诉讼构造”在我国的构建则面临着一系列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
　　在“四方诉讼构造”下，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从而会对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法律
关系产生全面的影响。
在被害人与警察、检察官、法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上应当进行协调，构建一种均衡的刑事诉讼构造
。
　　在被害人对公诉程序的参与问题上，本书首先对被害人的当事人化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被害人权
利保护的体系；另外，于被害人在侦查程序、审查起诉程序、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中的作用和地位进
行了深入探讨。
　　在被害人的自诉程序保护上，文章首先论述了自诉程序对于被害人的特殊意义，分析了自诉与公
诉的关系，对当前我国自诉程序的内在缺陷进行了揭示，提出建立“被害人强制起诉程序”的设想。
　　在刑事损害赔偿上，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方式主要有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民事诉讼、法院赔偿令、
保险和国家补偿等，每种方式各有利弊，应当综合运用。
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应当在完善现有附带民诉方式的基础上，授予被害人单独提
起民事诉讼的选择权，同时在损害赔偿的原：被告范围、赔偿原则、精神损害赔偿、间接损害赔偿和
惩罚性赔偿等问题上进行完善。
　　当刑事损害赔偿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时，有必要确立国家补偿制度。
国家补偿制度对于被害人赔偿心理的满足具有重大作用，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
我国应当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加强对被害人的财产救助。
　　最后，以刑事和解制度为代表的恢复性司法，凸显了被害人的主体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程序的推
进者和控制者。
恢复性司法更加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尽管刑事和解的实施和恢复性司法的正当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

，但在整体上有利于被害人的归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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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犯罪被害人概述　　一、犯罪被害人的含义、特征及类型　　被害人一词，来源于拉丁
文的Victima，原意有二：一是宗教仪式上向神供奉的祭品；二是因他人行为而受伤害或受阻碍的个人
、组织、道德秩序或法律秩序。
〔1〕现代各大语系中的被害人一词（英文Victim、德文Vikim、法文Victim），在词形和语义上基本保
留了它的原貌。
现代诉讼法学、犯罪学、被害人学中所研究的被害人，都是它的第二个语义。
　　〔1〕参见康树华：《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04页。
　　我国学者对被害人的概念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概括。
　　有从刑事诉讼角度的理解，如“广义的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
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以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
狭义的被害人专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
”〔1〕“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并在刑事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人。
”〔2〕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直接
遭受犯罪侵害的人。
〔3〕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并因此而参加刑事诉
讼，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人。
〔4〕　　有从犯罪学角度的理解。
如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5〕被害人是指其人身权利、财产等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6〕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权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加害人）而言的
。
〔7〕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受犯罪直接侵害的当事人。
〔8〕被害人是指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9〕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单位）以及国家。
　　〔1〕刘根菊：“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吕宗慧：“论我国保护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新发展”，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
　　〔3〕　参见陈卫东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4〕参见程荣斌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04页。
　　〔5〕　参见徐平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5
页。
　　〔6〕参见杨春洗、高铭暄、马克昌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16页；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7〕参见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8〕参见崔敏主编：《新编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9〕参见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刘金友主编：《新编
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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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是一部理论和实践价值都很高的被害人学著作：在基础理论的概括
、阐释以及对国外理论和制度的评价上，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特别是在资料的量度、质度和鲜度上都
堪称国内少见，不仅具有很好的学术和文献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谨以《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表达我对犯罪被害人及其家（遗）属的安慰之情。
研究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是我们法学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学术良心，如果我的研究能够为我
国犯罪被害人、为我国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及其被害人的救济起到哪怕那么一丁一点的作用，我也就
深感欣慰了。
　　——田思源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犯罪学、社会学，特别是被
害人学的理论为基础，从犯罪被害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与权利救济的角度，针对当前犯罪
被害问题的现实而从基础理论、国际动向和我国现实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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