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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权研究博士文库”是由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持编辑出版的。
这个中心成立于2004年7月，是直属于广州大学、专司人权研究的科研机构。
2007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该中心成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在全国尚属首
例，这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权理论研究的重视。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该研究中心的诸多任务与成果之一。
　　“人权研究博士文库”就其命名，有两个关键词：人权研究与博士文库。
前者是其内容，后者为其形式。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人权观念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同和传播。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短语载人宪法。
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今天，全社会都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国家更迫切需要年轻一代中国学者在人权理论学科建
设和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被害人陈述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探讨了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及其证据特征，阐述了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的异同。
本书认为，被害人陈述是诉讼角色分派紧张下的诉讼证据，是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被害人陈述应当受到意见证据规则及传闻证据规则的合理限制，并就其证明力确立证据补强规则。
本书还批判了现行制度下被害人陈述的调查模式，主张在保留职权询问的同时，明确交叉询问作为被
害人陈述的基本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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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卫安，法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四川大学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2009年5月被广州大学聘为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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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被害人陈述的概念　　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上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被
害人陈述甚少为人关注，相关研究亦凤毛麟角。
即使被害人陈述之概念，无论是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学理研究上，亦未能有一清晰之辨明，而有深入
阐释之必要。
需要前置性说明的是，除中国、俄罗斯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被害人陈
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予以细分，因而相关的比较法上之概念探讨显见缺乏充实的资料支撑。
　　与证人证言一样，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承认直接言词原则，导致包括被害人陈述在内的相关
言词证据的界定浑浊不清。
在刑事司法的实践层面上乃至于在相关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层面上，被害人陈述并未限定陈述之对
象或陈述之有效时空；学理上关于被害人陈述的概念探讨亦殊少做进一步的合法性论证。
举其例者，“被害人陈述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做
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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