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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于2003年被批准设立诉讼法学博士点，下设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
学三个方向，从2004年起开始招生。
刑事诉讼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已毕业了三届，五篇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并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
授予博士学位。
在论文答辩时，以刑事诉讼法学界学术泰斗陈光中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这五篇博士论文的评
价都较高。
看到这样的结果，作为这五位博士生的指导教师，自然感到欣慰。
近几年来，不时听到博士生感叹：攻读博士学位有三难。
一是入门难。
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在众多学子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方能被录取。
二是写博士论文难。
撰写一篇有创见的博士论文，要经过异常艰苦的努力，从选题、收集资料、正式开题、着手写作到反
复修改、定稿，确实辛苦，常常处于废寝忘食的状态，可谓劳心费力。
最终通过答辩后的感觉，好像是“脱了一层皮”。
三是毕业后找工作难。
由于这些年来国家实行研究生扩招的政策，各校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越来越多，在就业时便形成了
竞争上岗的局面.要想找一份对路而又较为满意的工作，颇费周折。
此话不假，它反映了当前博士生面对着相当大的压力，要想成为一名学有所长，被社会承认的真正的
优秀人才，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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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损害赔偿研究》是关于犯罪损害赔偿制度和被害人权利保障的专著。
作者从犯罪损害赔偿的概念、性质与功能、历史与发展人手，在探讨犯罪损害赔偿的理论基础与基本
原则、赔偿的范围、域外犯罪损害赔偿制度基础上，对我国犯罪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构
想，认为应建立以刑事和解为主的犯罪损害赔偿模式，同时构建犯罪损害赔偿令制度并赋予被害人选
择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犯罪损害赔偿研究》还对被害人国家补偿、被害人国家救助等犯罪损害赔偿的配套制度进行了初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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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文胜，男，1970年12月生，安徽枞阳人。
199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3年于安徽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安徽公安职业学院副教授，安徽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兼任安徽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
副总干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参编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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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刑罚执行期间，罪犯真诚悔悟，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是刑罚执行机关改造、教育的成果，也是罪犯
真诚悔悟、积极接受教育改造的结果。
这既是刑罚执行机关感召罪犯积极退赔犯罪所造成的损失、争取从宽处理的有效法律措施，也有利于
消除罪犯因恐惧惩罚而产生的消极抵抗心理，促使其在犯罪后积极主动地去弥补给社会所造成的损害
。
法律的这一感召作用，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就是通过教育罪犯以自己的行动去证明自我悔悟而争取从
宽处理，客观上也使犯罪者的人身危险性大大减少。
将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减弱甚至消除作为适用减刑、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与减刑、假释存在的根据具有
内在的一致性。
罪犯的赔偿表现正是其悔罪之意和悔改之心的客观表现，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已经减小。
财产型罪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有退赔行为，表明其在发自内心的忏悔及自我谴责的主观心理支配下积
极接受改造、主动改造，从而使得其人身危险性显著减少甚至消除，易于达到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
具备可以适当减轻其执行刑和假释的实质性要求。
赔偿可以作为引起刑罚执行变更的因素已经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认同，许多国家的法律也都规定，犯
罪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是对其进行减刑、缓刑或者假释的条件之一。
①例如，《丹麦刑法典》第57条规定，将犯罪人赔偿由其犯罪造成的损失作为缓刑的条件之一。
②还有许多国家把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作为犯罪人在缓刑和假释期间必须履行的义务。
例如，《瑞典刑法典》第26章第14条规定，在缓刑期间，被假释者被命令赔偿犯罪造成的损失的，应
当竭尽所能履行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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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没有我的导师——崔敏教授的关心和指导，就没有本书的出版。
记得16年前，听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即将招收研究生，我就冒昧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想了解相关的情
况。
很快就收到回信，老师介绍了相关情况并鼓励我报考。
虽然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未能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但老师的平易近人和对青年人的勉励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幸运的是，2006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跟随老师攻读博士学位。
从论文的选题、开题、起草、预答辩到定稿，再到对书稿的修改，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老师不仅教我如何作研究、写文章，更教导我如何做人。
老师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和正直、高尚的品格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师母张廷玉女士给了我慈母般的关怀，她知道我的胃不好，常常叮嘱我注意保养，还告诉我养胃的偏
方。
老师和师母还非常关心我的家人，经常询问他们的情况。
对老师和师母的恩情，学生无以回报，唯有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倍加努力，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
白做人。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卞建林教授、程味秋教授，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中国
政法大学汪海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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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损害赔偿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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