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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刑事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知网"("#)#数据表明$我国对该制度的研

究呈现出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研究初期成果较少$近年呈现爆发式增长% 其原因有三&一是被害人救助制度缺失引

发的被害人困境引发了社会及学界对该制度的关注'二是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实践探索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三是

(和谐社会)政治语境的指引和导向%我国对该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客观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研究持

续性不够$研究视角比较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学术跟风)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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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刑事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

度#涉及国家公共政策%刑事诉讼%犯罪学等多学科领

域#我国理论界对其已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对既有

的研究情况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和整理# 能够总结经

验和发现不足& 基于此#笔者以中国知网!GEHI"数据

库为基本素材#从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三个

界面进行梳理%统计和分析#力图客观展现该制度学术

研究的发展%变化动态#从而揭示学术发展中取得的成

就和存在的问题&

一%被害人救助制度理论研究现状

!一"期刊论文数据情况

中国知网!GEHI"相关主题的文献检索有'篇名(

和'主题(#为使检索更全面#笔者选择了以'刑事被害

人救助(为主题的'模糊(检索#年限设定为'不限(#截

止 (#!#年 !(月共检索出期刊论文 (#"篇# 其具体分

布年限如表 !)

考虑到 '刑事被害人救助( 问题的研究还可能以

'刑事被害人补偿(为主题的形式出现#笔者增加了以

'刑事被害人补偿( 为主题其他的检索# 共搜索文章

$!&篇#其具体分布年限如表 () 从上述检索的结果来看# 两个不同的主题词搜索

表 . &刑事被害人救助'主题论文发表年度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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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资金名称及代码 受助人 受助年份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吴 琼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张善邁 !""*

- 山西软科学项目!!"",".$%-*/"$" 乔中国 !"",

.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 贺志军 !""*

1 安徽省优秀青年教师科研资助项目!!"".234*!" 孙洪坤 !%%.

,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5%.1" 刘彦辉 !%%*

&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张泽涛 !%%*

* 贵州省省长基金资助项目!黔省合专6!%%&7!*号" 张泽涛 !""&

的结果在数据上有所差异# 但在学术研究的冷热动态

发展$ 研究深度变化的轨迹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一

致的% 在 !"""年以前#该专题研究处于一种零星的自

发研究状态# 论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有特别突

出之处% !"""&!"",年间#该专题研究开始升温#关注

的学人人数开始增多#论文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

但从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来看#还没有形成深入$集中

研究状态% !""&年之后#该专题的研究凸显一种突发

式研究暴涨# 以第一种检索方式的结果显示#!"",年

的专题论文仅有 !篇#!""&年突增至 -"篇#第二种检

索从 .$篇突增至 *,篇# 这两种检索结果上的一致性

表明'该问题的研究显然受到了外在力量的影响#不是

学术研究的自然繁荣状态% !""&年之后#该专题的持

续升温%从整过发展轨迹来判断#其研究的高峰期应在

在 !""8&!"$"年间%

!二"学位论文数据统计

以(刑事被害人)为主题词在博士论文数据库共搜

索出 *篇文章#经过二次索引排除后#符合研究主题或

主要涉及到犯罪被害人救济主题的只有 .篇# 情况见

表 -'

分别以(刑事被害人补偿)$(刑事被害人救助)为主

题词对硕士论文数据库索引所得符合条件的论文篇数

分别为 $,篇和 !&篇#两者的年份分布如图 $$图 !'

学位论文的文献检索研究表明' 被害人救助制度

研究在我国基本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年以前仅有

零星的不成规模的研究#!""1&!"", 年进入发展阶

段#!""&年研究进入高峰期#峰值在 !""8年% 这一研

究结论和学术论文检索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此再次证

明上述的判断# 即该专题的研究成为热点有外力的影

响% 其次# 从论文作者的分布单位来看#(中国政法大

学) 是目前该问题研究作者群体和成果数量均居榜首

的单位%

!三"会议论文数据

分别以 (刑事被害人救助)$(刑事被害人补偿)为

主题词对会议论文进行索引# 分别搜索到 $- 篇和 *

篇#时间分布阶段在 !""&年至 !""8年%这一结果与上

述期刊论文冷热情况大致相同%

!四"基金资助情况

该专题研究目前为止共获 *项资金资助 !本文统

计的资助项目不包括单位或系统内部资助项目"#国家

社科 -项#其他为地方社科资金项目#项目的时间跨度

为 !"".&!""*年# 分别是 !"".年 $项#!"",年 $项#

!""&年 !项#!""*年 .项#这说明#!""&&!""*年无论

是国家还是地方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是最大的% 资助

情况具体如表 .'

二!成因分析

上述几个检索界面数据库的统计情况说明# 刑事

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在我国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或可

以这样描述' 在上个世纪我国关于刑事被害人的研究

是自发$零星$预见性的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刑事

被害人的基本理论和域外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介绍

和借鉴#这是我国刑事被害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本世

纪元年至 !"",年是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第二

个阶段# 我们从上述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的统计中明显

地可以看出# 无论从研究数量和研究视角都比上世纪

有着较大的进展#但这个阶段的研究尚未形成热点%到

了 !"",及以后# 整个研究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研究形势突然暴涨#研究成果$研究广度和深度都超过

表 !

序号 篇 名 作 者 所属大学 年 份

$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卢希起 卢希起 !""*

! 犯罪被害人保护体系之研究 谢协昌 中国政法大学 !""&

- 犯罪被害人二次被害研究 王志华 中国政法大学 !"",

. 刑事被害人权利问题研究 张剑秋 中国政法大学 !""1

图 " "刑事被害人救助#主题硕士论文年份分布图

图 # "刑事被害人补偿 #主题硕士论文年份分布图

表 $ 刑事被害人救助获得项目资金支持统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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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候"在这个阶段"刑事被害人的救

助制度初步理论框架得以形成" 其标志是以孙谦为代

表的学者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基本法$建议稿的提出

及一些重大命题的解决$%&

%纵观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

度的研究"'(("年是一个转折点" 学术海量爆发始于

该年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

原因之一!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缺失导致大

量的刑事被害人处境悲惨"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

时也引起了学界对该制度的研究探索%

我国长期以来对刑事被害人权利重视不够")*+*

年刑事诉讼法没有将刑事被害人当成当事人")**"年

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虽然加大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力

度"但被害人救助制度最终未能建立"被害人的权益未

能从根本上得以保障$!&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缺

位" 导致现实中被害人在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边

缘地位"往往只是充当国家追诉罪犯的工具"人的终极

价值根本没有得到体现" 国家本位主义使被害人权利

被极端漠视$,&

% 在这种制度下"刑事被害人二次受害风

险客观存在%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各方利益相互激

荡"尤其是进入社会转型期后"各种矛盾的激化'转化

刑事冲突的几率空前增大% '-("年"接连发生了多桩

重大刑事案件"其中邱兴华特大案成为全国的焦点%邱

兴华因怀疑妻子与他人有染在陕西汉阴县平梁镇凤凰

山山顶上的铁瓦殿持刀斧砍死 *男 %女" 而后邱被处

以极刑%事后"该案的大部分受害者因家庭失去主要的

劳动力和未能从被告处获得经济赔偿而陷入贫困状

态"境况悲惨% 这一情况经媒体报道后"受到了社会的

广发关注%一些学者纷纷撰写文章"进行了制度反思和

理论讨论" 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缺失导致的社会不公现

实成为了学术研究升温的客观导因$.&

%

原因之二! 我国司法机关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

度的实践探索成为学术研究的催化剂%

在 '--"年之前"我国的司法界'立法界已进行了

一段时间的关于该制度的实践探索% 山东淄博市创被

害人救助先例"从 '--.年开始"该市政府每年从市政

拨出 ,-万元"市法院每年从诉讼费中拨出 '-万元"加

上部分社会捐赠"共同组成救助专基金"对刑事被害人

进行救治(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对刑事案

件被害人实施司法救助的若干规定* 对刑事被害人进

行救助(青岛市出台了)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

难救济金管理办法*

$.&

% 至 '--"年前后"我国已有近十

几个省市的司法机关及地方政府开展了对刑事案件被

害人进行救助的试点实践"山东'云南等省还进行了地

方立法% '--"年 )-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

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 +试

行,*('--+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司法救助专

项资金使用办法+试行,*

$/&

% '--"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总结中明确提出 -依法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

权益"探索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办法."这表明地方在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探索已经上升为全国性经验"

而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酝酿的 )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

建议稿* 的完成及制订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议案的

提出" 说明刑事被害人实践探索的初步经验形成 $,&

%

'--*年"*部委+办,制定的)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

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

"及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无锡市

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的生效$+&

"无疑给法学理论

研究开启了一个宽裕的讨论场景"学术繁荣不期而至%

原因之三!-和谐社会.政治语境的指引和导向%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的凸显"-和谐社

会. 的建设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政治建设的一个主要

课题" 这就决定了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制度设计和创新

方向应围绕这一主题来进行% 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的建设和实施恰是符合这一时代主题的" 加强该制度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利于政治目标实现%最高人

民法院于 '--+年的工作报告中明确对该制度的发展

提出了目标" 要求尽快 -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

'--0年工作总结中也谈到-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推进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并将-推动建立刑事被

害人救助制度.作为-'--* 年着力做好的五个方面的

工作.内容('--*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

纲要+'--*/'-)1,*中明确规定-改革和完善司法救助

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因受犯罪侵害而陷

入生活困境的受害群众"实行国家救助"研究制定人民

法院救助细则.%最高人民法院连续三年对该制度的重

视和强调" 反映了司法实践对该制度无论政治话语还

是制度构建上的迫切需要" 无疑给法学理论研究注射

了一支兴奋剂" 时代的紧迫和法学研究的使命感促使

该主题的研究短期内跨越发展%

三!我国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取得的理论成就

被害人救助制度经历了近年来的研究积累之后"

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一,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理基础研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法理基础是什么或者是基于怎

样的政治逻辑&这是被害人救助制度根本理论问题"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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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卢希起博士论文综合

了国内外理论$总结为%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社会

保险说&公共援助说&诉讼参与说&司法改革说&'(

#吴琼&

孙洪坤则从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社会心理学基础&

法学基础四个方面提出了该制度的合理性&)(

# 此外$一

些学者分别从人文价值&*(

&人权保障价值等多个角度进

行论证# 其中$孙谦教授在其论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

家补偿制度的实践意义及其理论基础( 中对被害人救

助与人权保障&社会公平&刑法现代化&国家经济承受

力的关系进行论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这一领域的

研究成就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 +点%

其一$对被害者进行救助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

实现社会正义&人的终极价值&刑事司法有序运行&政

治稳定的需要$符合政治发展趋势和现代法治要求#

其二$国家作为救助者的责任是有限的$性质属于

救援性&社会保险性&人道性#

其三$制度理论根据的多样性$决定了救助主体的

多元性$其中$社会&国家是不可缺失的主体之一#

!二"设立被害者救助制度的法律&现实依据探讨

!""*以前国内学者对法律依据探讨$主要是通过

对国际法& 国内法进行解读和分析推导出构建被害者

救助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其目的是超越我国没有

被害人救助制度全国统一实在法的现实$ 探索在现有

的法制框架下的一种可行性解决路径#如袁金彪&陈绍

斌从特定公民的物质帮助权和社会保障权&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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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受害者国家救助权的规定$论证了国家

对刑事被害者的救助责任&,(

)张剑秋博士论文从宪法中

*人权保护+规范论证了被害人救助的宪法依据&$$(

# 随

着我国被害人救助制度地方立法的制定及 '关于开展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研究重点转移

到对刑事被害人立法模式的探讨上来# 被害人救助制

度的现实依据的研究$主要分布在司法界$代表性的成

果有%*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构建+!'人民检察(

!""*年第 !!期"&*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理性

构建+!'人民司法(!""* 年 $$ 期"&*论建立统一的刑

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法律适用(!"$" 年第 $

期"&*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实践意义及其

理论基础+!'人民检察(!""-年 *月上旬刊"#

前述研究有效地解决了以下问题%

$.被害人救助制度建构具有国际法&国内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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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等文件中关于被

害人救助的间接或直接的规定是国际法渊源) 国内宪

法中人权保护&物质帮助权的规定$能合理推导出建立

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现实境遇及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现状$ 使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可行性和

必要性#

!三"刑事被害人立法模式探讨

在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立法模式上$存在三种意

见%一种观点认为应制定独立的*被害人保护法+

&$!(

)另一

种观点则认为目前的国情进行地方立法具有可行性&,(

)

再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比较适宜由中央政法委牵头$联

合公检法& 财政等部门制定一部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的专门规范$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后$ 再行制定

'刑事被害人救助法(

&$+(

#

!四"救助机制研究

救助机制是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核心$ 也是理论研

究的热点$其内容包括救助主体&救助对象&救助条件&

主管机构&救助程序&救助标准&资金来源等若干细节问

题$现有的学术论文大部分涉及这个方面# 迄今$关于救

助机制的宏观运转架构问题上学界基本上是统一的$但

涉及具体细节设计时则分歧较大#比如关于*救助主体+问

题上$学界共识是应实行多元救助机制$但具体实行怎样

的多元救助模式,尚未定论#又比如在*救助对象+问题上$

也是争议不断# 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现实条件只适

合对*特困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

)另一部分则认为目

前适宜尽快解决 *命案受害人+救助问题&-(

# 此外的其

他问题如*主管机构+&*救助标准+&*申请程序+等的面

临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因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

四!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理论研究快速发展同时$客

观地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与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多学科&跨领域&交叉性&政

策性特点$决定了对其研究应多视角进行# 具体而言$

宏观方面$其作为一种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制度$应从

政治稳定&社会运行&政府管理&国际经验与标准等多

维视角进行考察)微观层面$其作为一项涉及多方利益

变迁的制度设计$应从被害人&犯罪人及其他相关主体

面临的权利义务调整及可能产生的利益导向视角进行

考察#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视野没有较为全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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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该制度辐射领域! 研究视角还比较单一" 在以

$%&'核心期刊论文为例!截止 !()(年 *+月!以#刑事

被害人救助$ 为主题模糊检索出 ,-篇核心期刊论文!

除去其中不是或主要不是研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

.篇论文外/*-0*12

!其他论文的研究视角情况为%)+篇论文

主要是以制度创建和完善为视角/)32/.2/+40!*2/*,2/!!2/!2/!,0!52

&, 篇

论文以特殊被害人为研究视角/!12/"2/-2

&*篇文章以法经济

学为视角 /!32

&*篇论文以制度史学为视角 /,62

&其他论文

基本分为两类% 一类法院或检察院工作人员从实证角

度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分析和总结! 另一类则为

关于刑事被害人制度的法学理论探讨"显然!上述研究

总体而言视角过于专注于法学理论和制度构建研究!

而其他视角的研究力度则明显力度不足"其次!上述核

心期刊论文中考察表明! 既有成果中研究方法也比较

单一!主要使用的方法是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比

较分析法及历史分析法! 而作为新制度创建中最应使

用的调查法'经济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整体主义方法'

事前分析法则使用较少或几乎没有! 这就导致了刑事

被害人制度在我国的研究呈现一种现象%一方面!重复

研究或无意义研究比重较多!研究数量呈现出虚假#繁

荣$&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的研究空白!与之相关的许

多问题还尚未解决( 这显然对一个制度的建构和施行

是不利的! 新制度创建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没有得到理

性的预测和科学的判断)

*二+#学术跟风$现象严重

近年来!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存在#学术跟风$的不

正常现象/,*2

) 国家高层一旦提出或强调某一问题!学术

界马上就会一哄而上!短期内生产出海量成果)在刑事

被害人救助制度专题研究上!#学术跟风$ 表现是比较

明显和典型的) !66"年#刑事被害人救助$为主题的检

索论文只有 !篇! !665之后因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

的强调!研究马上风向急转!成果短期#暴涨$!!665年

达到了 ,6篇!!661年更是跃至 --篇) 笔者统计了一

家法学类期刊! 从 !6*6年 "月到 !6**年 *月半年时

间内该刊就连续发表了 *6篇#刑事被害人救助$主题

论文!足见#跟风$之盛) 辩证地看!#学术跟风$确实可

以在短期内对某个问题的进行#补课$式研究!也可以

形成一种#大讨论$研究局面!但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一

是学术先导价值没有得到体现& 二是跟风而来的学术

研究难免陷入学术浮躁!持续性难以保持&此外!短期

内产生#海量研究成果$实际学术价值难以保证!低水

平重复研究不可避免!客观上会导致研究资源的浪费)

五!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 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情

况基本可以作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研究起步较早!但早期

研究没有形成具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导致学术的影响

力有限! 学术对司法实践的智力支持作用没有充分体

现)相反!司法实践在本专题上是走在学术探讨的前面

的!实践探索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此外!国家的

时代主题和政治话语对该课题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是该制度理论研究跨越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二! 对该主题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不

平衡发展状态决定了前期的研究投入, 产出呈现阶段

性不平衡发展态势!在 !66"年以前!投入少!产出少!

持续研究少&!665年之后各项指标呈爆发性发展)经历

了一段时间的研究积累! 该制度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已

经接近成熟!能基本满足当前改革需要) 但随着该制度

的纵深发展和广泛推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该主题研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繁荣$之

后!已经形成了高校以中国政法大学为重心'国家机关

以检察院系统为重心的研究阵营! 整体的研究状况还

处于持续高涨状态!但问题仍然存在!表现为研究力量

略显分散! 持续性研究的学者和高水平专题研究学者

比较少!研究视角比较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学术

跟风$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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