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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命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术文库》（以下简称《法学学术文库》）写序是件幸运的苦差事。
言其幸运是组织的信任，言其苦差实颇费心力。
　　愚意以为，《法学学术文库》的出版是学校科研的盛举。
述其作用论其特点，必须回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说明。
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伟人还说过，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众所周知，今天的西南政法大学（1995年前名为西南政法学院，人们常简称其为“西政”）已经
五十有五啦，假如是个自然人，当此年龄段该是知天命多时了。
五十五个年头，它有过创业的艰辛，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失败的悲哀，有过耀眼的光环。
它少年惨遭磨难，青年恰逢盛世。
从纵向看，大致可切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奠基期。
时间跨度当从1953年建校算起至1966年上半年。
学校从批准到选址，从选址到成立，从成立到教学，基本是顺应政治之需。
司法改革运动又“使一大批并无政治问题的法学专家、教授被拒之于新的司法机关和大学讲坛之外”
彼时不以做学问为时髦而以讲政治为荣耀。
虽有少许著述出台，但基本上是谈不上法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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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法学会2007年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被害人补偿制度研究”（课题编号B0714，结项证书
编号CLS〔2007〕B0714）的最终研究成果。
全书由七章和附录组成。
    第一章对国家救济的属性、刑事被害人救济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揭示了刑事被害人赔偿、刑
事被害人补偿、刑事被害人救助、刑事被害人援助的内涵，分析了刑事被害人补偿的公益性、衍生性
、替偿性、补充性、特定性等基本特征；讨论了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在谐调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
、均衡人权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取向。
    第二章梳理了境外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演进历史，对境外刑事被害人补偿的立法方式、立法目的
、基本模式、立法基础与配套制度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我国刑
事被害人救助的试点情况；讨论了选择刑事被害人救济方式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内在
关系，分析了我国国情，提出了“先施行救助政策，后施行补偿立法”的分阶段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
救济制度的设想。
    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刑事被害人救济的对象与条件、标准、经费来源、程序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于救济对象及其获得救济的条件，阐述了被害事实的范围、被害人的国籍、被害人的居住地、被
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被害人获得救济的其他途径以及被害人在被害前、中
、后的表现等影响被害人获得补偿的因素。
明确提出，在刑事被害人救助阶段，应当从严掌握救济的条件，争取把有限的资金用于为特困被害人
提供救助；在刑事被害人补偿阶段，应当把被害人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或者获得有效救济作为
补偿的前提条件，同时规定对贫困被害人给予临时救助。
    关于救济标准，介绍了境外的相关规定，分析了影响救济标准的主要因素。
明确提出，在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阶段，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资金来源渠道、公众认可度等因素的
影响，只能为特困的重伤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医疗费救助和生活费救助，以解决其燃眉之急，为死亡
被害人的亲属提供必要的死亡救助金．以抚慰其受伤的心灵；在被害人补偿阶段，应当以民事赔偿标
准为参照，根据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关于经费来源，介绍了境外的相关规定，设计了“以中央财政安排、地方各级财政配套为主，以社
会捐赠、募集为补充”的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资金筹措模式。
　  关于救济程序，介绍了境外被害人补偿程序，分析了被害人救济程序应当具有的便利性、非讼性
特征，阐述了我国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救
济被害人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设计了被害人救助、被害人补偿程序。
    第七章提出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意见》（建议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建议稿）。
    最后，本书附录了联合国、欧洲以及境外关于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立法文件。
其中，《欧洲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公约》以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丹麦、芬
兰、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等国的被害人补偿立法根据能够查找到的最新英
文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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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一、境外被害人补偿的经费来源及支付情况  二、我国被害人救助试点的资金来源  三、我国刑事被
害人救济经费的来源方案第六章　救济程序  一、境外刑事被害人救济程序的基本特征  二、我国刑事
被害人救济程序的现状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程序的构建第七章　结论  一、《中央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意见》（建议稿）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被害人国
家补偿法》（建议稿）附录：关于被害人补偿的国际文献和境外立法文件　第一部分　联合国文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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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　  二、联合国《关
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节录）　  三、联合国执行《关于犯罪与司
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的行动计划（节录）　第二部分　欧洲暴力犯罪被害人补
偿公约　第三部分　境外被害人补偿制度立法文件　  一、英国年刑事伤害补偿法　  二、美国年刑事
被害人法　  三、德国刑事伤害补偿法　  四、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节录）　  五、比利时关于财政和其
他措施的法律（节录）　  六、奥地利刑事被害人救助法　  七、丹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　  八、芬
兰刑事损害补偿法　  九、爱尔兰犯罪造成的人身伤害的补偿方案　  十、卢森堡补偿某些因犯罪和破
产欺诈遭受身体伤害的被害人的法律　  十一、荷兰刑事伤害补偿基金法　  十二、葡萄牙暴力犯罪保
护人保护法　  十三、西班牙暴力犯罪和侵犯性自主的犯罪　  十四、瑞典刑事伤害补偿法　  十五、我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暴力及执法伤亡赔偿计划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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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基本构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世界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比较完备
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国际社会也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给予了高度关注。
欧洲理事会于1983年通过了《欧洲暴力犯罪被害人补偿公约》。
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1月29日以第40/34号决议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
原则宣言》，要求联合国成员国为不能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提供经济上的补偿。
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关注被害人补偿问题，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缺乏足够的关
注。
近年来，一系列重大恶性案件的被害人没有得到补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基本上得不到执行，被
害人及其亲属的境遇十分悲惨。
这使得他们中有的人长期上访，有的人则行凶报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有鉴于此，自2004年以来，各地开始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试点。
2005年12月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发布以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试点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和一致主张。
2009年2月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将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作为2009年全国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六大要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客观条件。
在总结各地被害人救助的经验和借鉴国外的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基础上，先行建立统一的刑事被害人救
助制度，在条件成熟以后再建立统一的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当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研究>>

媒体关注与评论

　　《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研究》在中国法学会的大力支持下。
陈彬教授带领的课题组从讨论刑事被害人救济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全面考察刑事被害人救济的立法
和实践情况。
剖析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救济模式以及影响选择的利益因素与环境条件。
对刑事被害人救济的对象及其获得救济的条件、救济标准、经费来源、救济程序等制度构建的关键问
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提出了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政策，补偿立法建议稿。
课题组认为，刑事被害人救济主要包括救助，补偿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如果以国家利益为主要考量因素，国家应当在刑事侵权损害已经或者必将危及稳定与安全的情况下，
从关怀刑事受害人的角度给予救助；如果以社会利益为主要考量因素。
国家应当以满足公众安全感、公平感为标准。
承认刑事被害人平等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
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准和社会安全状况是影响选择的客观条件。
我国目前尚不具备推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社会基础，应当先制定并实施积极的救助政策，后
制定并实施可行的补偿立法。
分阶段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
我相信，课题组的这一独到见解及其依托的翔实资料必将深化刑事被害人救济理论研究，对创制保障
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刑事被害人救济政策与法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徐静村西南政法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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