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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放大学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了“犯罪与司法”　（Crimeand Justice）系列丛书，詹姆斯·迪南
（James Dignan）的著作《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是本套丛书的第十二本。
在英国，这套丛书已被广泛作为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教学的重要教材，在海外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
势。
此丛书的目的是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在相关领域及深入研究方面提供坚实的基础。
读者群也定位为对这一领域较为陌生的学生，用语通俗易懂，内容丰富深刻。
但是，作者始终都在扩展读者的视野，鼓励他们以批判和质疑的眼光去走近犯罪学知识和理论。
　詹姆斯·迪南是刑事司法领域著名且经验丰富的作者之一，他能够将专业知识与通俗易懂的文字、
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结合起来以表达复杂的思想。
近年来，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变得越来越重要。
《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一书采用独特方式描述了其中的观点与争议。
运用“恢复性司法”的原则回应犯罪的观点，引起了世界上许多犯罪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兴趣，
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有影响的学者约翰·布雷斯韦特（John：Braithwaite）对这一话题作出革命性贡献的
影响下。
迪南深入探索了恢复性司法背后的几种主要理论观点，提供了实践中运用这—理论的大量经验数据，
分析了恢复性司法如何为被害人与犯罪人所理解，以及恢复性司法在多大程度上在减少再犯罪方面是
“有效的”（虽然这并不必然是它的主要目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

内容概要

在第一章中，我们将着重探讨被害人以及被害过程，其中包括犯罪对被害人产生的效应；该章也涉及
被害人回应被害过程的各种方式。
同时，我们也会简要评论被害人学文献中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
本章将始终考虑从总体上甄别对以被害人为中心的路径形成挑战的各种问题。
    在第二章中，我们会将重点转向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决策。
在该章中，我们将首先考察两种以社会福利为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刑事司法制度而运行的措
施。
其中第一种涉及对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给予国家补偿的规定；第二种则包含了被害人援助方案。
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政策回应与恢复性司法具有相同的“损害救济”目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恢复性
司法观念相互协调，即使它们既不像后者将重点放在犯罪人对被害人承担的个人责任上，又不涉及一
个包容性的决定程序。
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表1.1中将其描述成一个单独的“福利模式”的原因。
    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考察被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所接纳的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某些主要措施。
它们包括各种力图使再次被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的影响最小化、提高被害人参与该程序的能
力或者以经济补偿的形式为被害人提供救济等措施。
就已经被普通法司法制度所接纳的各种被害人参与措施而言，它们通常最多为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决定
者（包括裁判者）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一个单向通道，而缺少促进主要当事人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因此，它们既无法满足包容性参与的原则，又不能保持一种“平衡关注”。
而这两点都是恢复性司法路径的标志。
    在第四章中，我们论述的重点将从福利性措施和刑事司法措施转向恢复性司法路径及其与被害人的
潜在关系。
作者辨析了恢复性司法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各种批评，而且该批评与各种潜在“改革议程”及其对被害
人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作者辨析了近期关于恢复性司法发展的政策措施，而且评价了其对被害人的影响。
    在第五章中，依据从各个法域收集到的实证资料，作者评价恢复性司法程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
被害人的需求。
    最后，第六章将从更具批评性的以被害人为中心的视角出发评价恢复性司法。
这一视角来自于第一章所提出的有关问题。
第六章评价恢复性司法的局限性；考察恢复性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处理诸多被害人学文献所提出的
有关担忧；赞同恢复性司法的主张即在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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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中，被害人有权获得的最常见救济是法院判决命令支付的经济补偿。
事实上，很多年来法院授予被害人补偿令权力的引入和强化，代表了第一批暂时高潮（即近年来一连
串以被害人为中心的措施）的到来。
在被害人遭受伤害、损失或损坏时犯罪人给予补偿，作为附加刑第一次被1972年的《刑事司法法》引
入。
十年之后，法院有权自主作出补偿决定，所以补偿不再是其他刑罚的附加刑。
法院对犯罪人同时科处罚金刑和补偿刑时，补偿刑优先于罚金刑而选择适用（1982年《刑事司法法》
）。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1988年《刑事司法法》要求法庭考虑在所有给被害人造成个人财产损失、损害以
及人身伤害的案件中判决补偿，如果不判决补偿要给出理由。
　　被害人补偿原则看起来很受被害人的欢迎（参见Shap—land et al．，1985；Hamilton and
Winsniewski，1996），并且很多年来法院授予的补偿令的数目也保持稳定的增长。
然而在1990年至2001年，不管是治安法院还是刑事法院，法院授予补偿令的数量@与适用补偿措施的
比例都急剧下降。
结果，大多数被害人，甚至在被告人被定罪的情况下，也没有获得加害人的补偿。
在暴力犯罪案件中，被治安法院判处支付补偿的被告人的比例从60％降低到35％，刑事法院的情况也
有类似的降低，从1990年的29％降低到2001年16％。
在轻微财产犯罪的案件中，被治安法院判处支付补偿的被告人的比例从22％下降到14％，刑事法院的
被告人从1990年的13％降低到2001年的8％。
法院态度方面明显变化的原因不是立即就显现出来的，而且从同时期对犯罪被害人的日益高度关注的
角度来看，这个原因似乎是较为奇怪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

编辑推荐

　　《解读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着重探讨对犯罪学理论和近年来刑事司法决策及其实践方向有着空
前影响的两项相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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