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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对刑事和解进行多元化、全方位的系统、详尽的论述。
全书共分十章、三十节，紧紧围绕着刑事和解这一命题展开，从刑事和解与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紧密联
系着眼，涉及刑事和解的概念、特点、起源、发展、主体根源、理论基础、价值效用、法思想、法权
源依据、国内外的实践模式、与相关概念的比较与辨析、其反映的被害人权利保障模式、诉讼地位的
变革、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刑事和解的总体构想与具体设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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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和解概说　　第二节　刑事和解缘起的背景考察　　刑事和解产生的社会背景较为
复杂，有学者认为生要是基于两个背景因素，即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罪犯
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对被害人的保护运动，但是，如果没有对监禁矫正政策的反思，刑事和解
在西方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繁荣。
我们认为，除上述两个背景因素之外，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复兴和利益恢复理论的兴起也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
　　一、被害人学的产生　　被害人学肇始于18世纪中叶，但前期一直专注于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格
的研究，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刑事被害人才逐渐成为被害人学的研究对象。
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希于1941年发表的《论作案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文，率先提
出被害人在犯罪学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在犯罪进行过程中，受害者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主动
的主体”。
海希德随后出版了《犯罪人和被害人》一书，由此掀起了国际范围内被害人学研究的浪潮。
被害人学最早研究的重点放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从被害人角度研究犯罪预防的措施
与对策。
20世纪60年代之后，被害人学的主要内容开始围绕被害人的刑事保护展开。
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伤害，这种伤害理应得到合理的保护、治疗与恢复。
被害人所受伤害有的直接来自犯罪行为，也有的是缘自被害后受到社会的正式与非正式反应而产生的
所谓“二次受害”；既有对被害人身体和财产等形成的有形损害，也有心理、名誉上所遭受的无形损
害。
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保护被害人刑事政策上的意义在于，维持、确保国民对刑事司法在内的法秩序
的信赖，由此而对预防犯罪和维持社会秩序作出贡献；相对于被害人保护的本体目标，推进犯罪人重
返没有敌意的社会只是它的附属效果。
德国犯罪学家施奈德则提出，出于保护被害人的目的，刑事司法机构的任务是平息罪犯和受害者之间
的怨恨，确认和发展社会生活的准则和价值。
但是，“直至今日，依据犯罪行为和罪犯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能出色地完成上述这一任务
”。
在落实对被害人的保护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先后开始确立
对受到暴力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在此基础上，日本法律中还进一步规定了告诉、告发、请求制度和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制度。
在第七届关于犯罪预防和犯罪人待遇的联合国大会上，被害人保护与补偿也成为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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