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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和国家救助制度。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补偿制度，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
义，也是彰显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要举措。
　　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补偿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古代西方社会，古希腊和古罗马、圣经起源
地的以色列、日耳曼的德国和萨克森、英格兰都存在过这种救济方式。
从19世纪上叶起，出于对犯罪被害人“边缘化”境地的改良，边沁、加罗法洛等思想家和犯罪学家提
出了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初步构想。
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以及对“二战”的巨大灾难性的反思，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
刑事被害人救助、补偿的立法运动蓬勃开展，英国大法官玛格丽·弗瑞女士在1957年提出了建立被害
人补偿制度的问题，1964年新西兰颁布实施了世界上第一部《犯罪被害人补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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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学博士文库。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法治
进程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
的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通过法定程序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
　　本文立基于推动中国构建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并最终形成相关之本土立法的理想与热情，在研
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试图从以下八个方面，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作一全景
式的分析：　　第一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历史沿革。
这部分划分了三个时间段，即初民社会——中世纪前后——近代社会，勾勒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
实践与理论发展轨迹，并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对中西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差异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学说和价值分析。
作者在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多种理论学说进行介绍、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国家责任说
为主体、社会保险说为辅助”，以此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根基。
在区分法的价值与法的作用、功能的前提下，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进行了分析：恢复正
义、保障人权与增强效益。
　　第三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例考察。
本部分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国外相关立法例进行了比较分析。
同时，阐述了我国香港特区及台湾地区的被害人补偿制度，对国际及区域范围内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最
新进展予以了关注。
　　第四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宪法基础。
从宪法原则的性质、功能与效力人手，在区分宪法规定的国家补偿的基本类型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构
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宪法基础：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社会保障原则与法治原则。
　　第五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
作者根据制度变迁原理，剖析了国家补偿制度变迁的成本结构与收益结构，对国家补偿制度之成本收
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第六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设计。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
作者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念、基本原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提出了刑
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立法设计思路，分析了立法的模式和进度，探讨了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
评估问题。
　　第七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实践探索。
主要介绍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和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开展被害人补偿、救助方面的做法和经
验。
　　第八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此章研究了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一、国家补偿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二、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损害赔偿。
　　附录部分，收录了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国外刑事
被害人补偿立法例以及中国刑事被害人补偿立法的相关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卢希起，江西丰城人，1974年4月出生，检察官。
1993年8月参加检察工作，2008年6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刑法学专业犯罪学研究
方向）。
参著《中国矿业立法研究》、《公务员职务犯罪研究》两书。
在《刑事法评论》、《求实》、《中国刑事法杂志》等刊物发表法学文章20余篇，获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专题调研课题成果一、二、三等奖各一次（含合作），中国政法大学第三届“学
术新人”优秀论文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历史沿革第一节 初民社会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与实践一、
波斯纳的“荷马版的最低限度国家”二、李斯特的三分“刑法史”三、梅因的“古代法”四、《汉穆
拉比法典》与被害人补偿思想的萌芽第二节 中世纪前后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与实践一、大陆法系国
家二、英美法系国家三、中华帝国的情境第三节 近代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发展一、边沁的
“公费辅助补偿”二、加罗法洛的“刑罚体系”三、菲利的“犯罪社会学”四、被害人学的发展与刑
事被害补偿第四节 中西方刑事被害人补偿差异的文化解读第二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学
说和价值分析第一节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学说一、国家责任——国家替代责任说二、社会
福利说三、社会保险说四、宿命说五、公共援助说六、诉讼参与说七、政治利益——司法改革说八、
各种学说评述第二节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分析一、法的价值概说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
制度的价值第三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例考察第一节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域外比较分
析一、刑事被害补偿制度的对象及犯罪类型二、刑事被害补偿的范围及补偿标准三、刑事被害补偿金
的来源及运用四、刑事被害补偿的裁定机构及裁定程序第二节 我国香港特区及台湾地区的被害人补偿
制度一、我国香港特区《暴力及执法伤亡赔偿计划》二、我国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三节 
国际及区域范围内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最新进展第四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宪法基础第一节 宪
法原则的性质、功能与效力第二节 国家补偿的基本类型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一、国家合法侵害(行
为)补偿二、国家公务受益补偿三、衡平补偿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类型界定第三节 刑事被害人
国家补偿制度的宪法基础一、人权保障原则二、社会保障原则三、法治原则四、社会转型之宪法规范
与社会冲突之解决第五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第一节 方法论的确立：制度变迁理
论一、制度变迁理论概说二、立法的成本结构分析原理三、立法的收益结构分析原理第二节 国家补偿
制度之成本收益分析一、成本分析二、预期收益第六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设计第一节 
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的理念第二节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基本原则一、弘扬公平正义原则
二、有条件取得补偿原则三、以赔偿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四、正当程序原则第三节 刑事被害人国家
补偿的立法设计一、补偿的范围、对象与条件二、补偿方式、标准三、补偿资金的来源与管理四、补
偿机构的设置五、补偿程序第四节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模式与进度第五节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
偿立法的评估第七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实践探索第一节 珠海市检察机关对部分刑事被害人
实施经济救助的探索一、调研先行，科学论证二、制度规范，内容翔实三、保障有力，进展顺利第二
节 无锡市检察机关对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探索一、统一思想，建章立制二、规范运作，强化监督三
、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第八章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第一节 国家补偿与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第二节 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损害赔偿结语参考文献附录一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
理的基本原则宣言附录二 国外刑事被害人补偿立法例1.英国刑事伤害补偿方案2.德国暴力行为被喜人
赔偿法3.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4.荷兰暴力犯罪补偿基金会临时设置法附录三 中国刑事被害
人补偿立法相关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暴力及执法伤亡赔偿计划2.我国台湾地区“犯罪
被害人保护法”3.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的议案4.珠海市司法救助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试行)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章节摘录

　　2.社会福利论与社会保险说为修正。
　　国家责任说是从国家的责任或义务角度而言的，处于宏观且比较抽象的层面，对于刑事被害人国
家补偿立法处于根基性的地位，但是，它并没有回答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等
具体问题。
因此，学术界有人提出以“社会福利论”或“社会保险说”对主流的国家责任说予以修正。
但究竟采取何者，却一度成为学界的聚讼之点。
　　社会福利论着眼于生活保障的目的来研究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
相对于国家责任理论更加看重被害人受害的原因而言，社会福利论更加看重被害人受害后生活困窘的
结果。
因此，社会福利理论的支持者，往往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强调对被害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
对被害人的经济困难状况进行规定和对被害人可申请补偿的最低损失额进行严格限制等。
社会福利理论所持有的保障生活水平和重视结果公平的做法，是原有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大化，具有相
当的积极意义。
根据社会福利说，国家出于人道主义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补偿对象应该仅限于因遭受犯罪侵害致生活
陷入贫困的被害人，但是，这种把其他无辜被害人排除在外的做法是不是有违公平和正义的要求呢？
此外，社会福利说把补偿视为对被害人的一种“施舍”，在这种理念下，能不能保证被害人得到补偿
呢？
因为国家可以施舍也可以不施舍；况且国家已建立了那么多的福利机构，也没有必要再建立被害人补
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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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作者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理论学说入手，
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基本价值，对国内外相关立法例做了细致的比较研究，从宪政和制度经济学的双重
视野分析了我国构建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具体设计方
案，介绍了实务部门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补偿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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