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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诉讼法学与证据法学的研究，在保持活跃、升温、开放的理论研究与诉讼实务
相结合的基础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拐点——一个迫切需要寻找并确立主体自治性的转折时期，一个
需要确立新坐标或可以确立新坐标的时期。
这一判断的潜台词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走过的轨迹相适
应，我国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通过自我扬弃寻找参照系的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在侧重英美法系成熟制度、经验的借鉴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之间，曲折前行
、审慎取舍乃至不免尴尬的未定型的过程。
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正悄然发生剧变，一个越来越自信和自主的中国
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与之相应，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和制度性建构的背景性因素也大大改变。
　　本书从刑事诉讼目的、基本原则、制度比较、历史考察等多重视角，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相
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旨在为建立科学、合理的被害人保护制度，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
等价值追求提供理论依据，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必要的制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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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法治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　　犯罪现象可以说与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而有犯罪
现象几乎必定就有被害现象。
①犯罪行为一向为人类社会所关注，无论是基于保障社会的惩罚、报复的刑罚理念，还是基于人权保
障、教育改善的处遇措施，它们都是围绕着刑事犯罪人而展开的。
但与犯罪行为相伴而生的另外一极——被害人的相关问题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大体而言，刑事诉讼视界中的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经历了一个由刑罚的执行者到罪行的追
诉人再到诉讼的旁观者的诉讼职能逐步衰弱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半期，由于司法制度不够健全，人们尚没有形成正统的诉讼观念，纠纷
的解决——不论是财产的还是人身的，也不论是民事的抑或刑事的——主要依靠当事人的私力救济。
尽管目前尚无具体资料可供我们去分析原始人的生活模式，但根据史学界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些原始
社会的人群是生活在一种“共寒其寒，共饥其饥”的原始平等状态之中的，但这种平等是建立在社会
生产力的高度低下和文明的蒙昧基础上的。
氏族或部落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和组织，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纠纷的处理机构。
但这种氏族或部落与其说是纠纷的解决机构，不如说是生活的大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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