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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

与刑法学
、

犯罪学
、

犯罪心理学等刑事科学相比
,

开展研

究的时间比较晚
,
自本世纪 20 年代本杰米亚

·

门德尔松发表 《 论被害人的人格 》 一文
,

直至

19 4 7年被害人学的概念才被提出来
。

然而
,

被害人学从产生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

头
,
与各国有关被害人的立法实践交相辉映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

目前
,

国际被害人 学

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
。

以往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来对

被害人进行物质上的救济
,

而现在则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上
。

其中有关被

害人化的间题
,
尤其引人注 目

。

所谓被害人化
,
简单地说就是指由非被害人向被害人转化以及进一步深化的过程

。

由:J/
二

转化及深化程度的不同
,

这一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

即第一次被害人化
、

第二次被害

人化和第三次被害人化
。

从以往的研究上看
,

第一次被害人化间题一直都是重点
。

如第一 Jl l}

国际被害人学研究会 ( 1 9 7 3年
, 以色列 ) 上

,

在讨论被害人学概念的dll 时
,

着重研究了被害人

与加害人的关系等有关第一次被害人化的间题 , 第二届会议 ( 19 7 6年
,

美国 ) 着重讨论了如

何对社会大众提供预防被害的方法等间题, 第三届会议 ( 19 7 9年
,
西德 ) 着重讨论 了被害人

在犯罪发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间题
,
等等

。

有关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犯罪被害人
、

什么类

型的人容易成为被害人以及怎样防止被害的问题
,
一直贯穿于历届国际被害人学研究会 以及

其他有关国际学术会议的始终
。

从整体上看
,

第二
、

三次被害人化比第一次被害人化研究的

要少
,

并且起步也晚
。

在第二届国际被害人学研究会
_

L
,

有关问题才被提出来
。

在其后的第

三届
、

第四届 ( 2 0 5 2年
,

lj本 )
、

第五届 ( 19 5 5年
,
南斯拉夫 )

、

第六 J日1 ( 1 9 6 7 年
,

以 色

列 ) 国际被害人学研究会和其他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上也都对这类间题进行过讨论
。

总之
,

随着国际间协作研究的加强
,

被害人化问题的研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和深化
,
井

且在各国刑事立法
、

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例如西德 1 9 8 7年开始实施的 《 关于改善

刑事程序中被害人地位的第一法律 ( 被害人保护法 ) 》 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范例
。

在这种形

势下提出
“
第一次

、

第二次
、

第三次被害人化
”

的概念
,

一

可以说是被害人学 )Ii 史发展的必然

结果
。

下面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这个间题
。

第一次被害人化是实现非被害人向被害人转化的过程
。

正如不可 能 社 会 上 所 有 的 人

都成为犯罪人一样
,

由非被害人向被害人转化的现象也同样不能在所有的人身上发生
。

对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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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害人长说
,

;三利
,
转化只有在具备某些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发生

。

被害事买的出现
,

就是第一

次被害人化完成的客观标志
。

研究第一次被害人化的 目的
,
是为了发现被害人在犯罪原因

_

..J 的作川
,
即所谓被害人在

犯罪发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

并由此制定相应的被害预防对策
。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

人们任I

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
,

常常会产生某些不良的特征
,

如对财物的管理漫不经心
、

麻痹大意 ,

或者在人际交往中
,

常常恶语伤人
、

动辄拳脚相加
,

等等
。

这些不良特征的存在
,

使被害人

处于随时可能受到犯罪行为侵袭的危险状态之中
,

为犯罪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

如果能够探明

不 良特征形成的原因
,
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

这种由非被害人向被害人的转化
,

就可以得

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

不良特征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既有生物学
、

心理学的原因
,
也有社 会 学 的 原

因
。

例如
,

从生物学上看
,
少年儿童

、

老年人和女性
,
因他 ( 她 ) 们或年幼无知

、

或体智衰

退
、

或柔弱少力而易成为犯罪分子理想的攻击目标
。

被害人的不良特征
,
不仅在故意犯罪案

件
,
卜是犯罪分子形成犯罪动机和实现犯罪目的的一个重要条件

,

即使在过失犯罪案件中对于

促成案件的发生
,

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

交通事故中的被害人表现尤为突出
。

汉斯
·

冯
·

亨蒂曾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

指出成为被害人的一般都是具有各种弱点的人
。

门德尔松也认

为在被害时存在着生物的
、

心理的
、

社会学上的弱点
。

不管称弱点还是称不良特征
,

实际上

都是一个意思
,

即由于被害人具有这类消极的特性
,

从而决定了他们在犯罪发生中的重要作

)I J
。

如何防
.

d几或者减少被害事实的发生
,
是被害人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

关于故意犯罪的

被舍预防
,

有人提出了一般被害预防和重点被害预防的策略主张
。

一般被害预防主要是通过

消除刺激性
、

改变脆弱性来防止被害的可能性
。

例如
,

对于盗窃犯罪的被害预防
,
主要是管

好藏严
,

设置障碍
,

提高警惕 , 对于性犯罪的被害预防
,

主要是检点自身的作风行为
,

增强防范

的信心
,

做得正确的防范措施 ; 等等
。

重点被害预防主要是对特殊
.

人员的被害预防
。

例如
,

财会 出纳人员
、

供销保管人员
、

个体经营者
、

少女以及先行加害行为人
,

由于他们与其他人

相比被害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因此要重点防范
。

有人则提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措施
,
如怎样

防
.

!卜扒窃
、

妇女怎样反抗犯罪分子的袭击今
。

关于过失犯罪的被害预防
,

学者们也提出了许

多主张
,

如日木学者安藤贞雄和吉泽勋在 《 高龄交通事故被害人学的研究 》 中
,

通过对老年交

通事
l铰被害人的社会特性

、

被害的状况
、

身体上和心理上特性以及事故后的状况所进行的研

究
,

阐 n)l 了在老年交通事故中被害人被害的基本原因
,

并且提出了防止该类事故发生的具体

错施
。

如老年人穿过马路要穿戴醒目的衣帽
,

组织老年人进行防止交通事故的教育
,

帮助老

年步行者通过人行横道以及要求驾驶人员年轻化等等
。

第二次被害人化
,
即所谓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化

,

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心理上

再次受到侵害的过程
。

例如
,

在侦查
、

检察
、

审判过程中
,

有时候被害人不得不怀着痛苦的

心情与犯罪分子面对面对质
,

或者向其他人叙述被害细节
,

使其再一次受到情感上的损害
。

第二届国际被害人学研究会上 曾提出过此类间题
。

当时正值世界范围 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时期
,

如何保护被害人
,

尤其女性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

是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

在

过次会议 卜有人对刑事审判中公开被害人私生活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

指出
:
在诉讼过程中过



分公开被害人的私生活
, 以及被告辩护人旨在给陪审员以否定性印象而攻击被害人的

“
法庭

战术
, ,

都严重地挫伤了被害人的自尊心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信心
,

或者使其丧失告诉

的意志
,
结果放纵了犯罪分子

,
产生了出现更多被害人的危险

。

因此与会者主张刑事诉讼活

动本身应更多从被害人的立场考虑
,

让被害人从中充当积极而不是消极的角色
。

第二次被害人化中被害人的心理表现是很复杂的
,

其中主要特点是被害人的被害心理感

受得到了强化
。

被害人
,

尤其侮辱人格或名誉犯罪的被害人
,

常常会因在他人面前公开被害

的祥细经过而产生自己已充当了被人怜悯
、

指责
、

轻蔑
、

嘲笑的可怜角色的心 理
。

若 让 他

( 她 ) 们叙述案件的细节
,

其内心将是十分痛苦的
。

因此
,

被害人尤其性犯罪被害人
,
在

诉讼活动中常常会因不愿在陌生人 ( 包括司法工作人员 ) 面前详述自己遭受凌辱的经过而拒

绝与有关机关合作 , 或者在未告发犯罪的情况下
,

因前车之鉴而忍辱负重
、

保持沉默
,

增加

了侦破案件的难度
。

第二次被害人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在人们面前树立了一个可怜的被害人

形象
,

使一些犯罪的被害人对诉讼活动望而生畏
,

宁肯忍受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痛苦
,
也不

愿冒着遭受第二次侵害的危险涉足诉讼活动中
。

个别被害人甚至因害怕社会舆论的压力
,
在

有关机关掌握证据的情况下也不承认被害的事实
。

结果不仅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
更

严重的是
,

被害人软弱
、

消极的行为会强化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
,
推动其产生新的犯 罪 动

机
。

关于如何加强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

防止第二次被害人化现象的出现
,

许

多国家都进行过立法实践尝试
。

例如
,

美国各州关于援助被害人的法律中
,

都有被害人和法

律顾问享有不泄露他们之间秘密交谈内容的特权性的条款
,

意在保护被害人的隐私权
。

有些

州为了防止可能导致儿童情感或身体上的创伤
,
规定只允许性犯罪儿童被害人在半公开的场

合下作证
。

其中伊利诺斯和阿拉斯加等州甚至明确规定
,

在性犯罪儿童被害人作证的时候
,

不允许旁听
。

在西德
,

人们普遍认为
,

在法庭上被害人作为证人常常会为了
“
真实发现

”

或

者辩护效果而置身于批评
、

紧迫
、

痛苦的盘间之中
,

并因公开性的原则而完全暴露在出于猎

奇动机的公众面前
,

这样作有损于被害人的尊严
。

所以在 《 被害人保护法 》 中规定
,

只有在

必要的时候才可以询间有损害被害人名誉危险或者属于其私生活的间题
。

目前
,
我国还没有

关于被害人保护的专门法律规定
。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仅仅具有诉

讼参加人的资格
,

并不享有当事人的权利
。

司法机关在进行诉讼活动的时候
,

更多考虑的是

如何通过惩处犯罪分子来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

而不是被害人的要求或者权利
。

尽管实践中

一些地方依据 《 律师暂行条例 》 的规定
,

实行了律师代理被害人出庭参加诉讼的作法
,

并且

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

但是仍然存在着损害被害人情感或者权益的间题
。

有关部门应当通

过法定的程序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规定
,
使其成为诉讼当事人

,

享受诉

讼当事人的权利
,

并增加有关保护被害人免受第二次侵害的规定
。

这样就会减少被害人在诉

讼中被害的可能性
。

被害人被害后常常有多种心理表现
,

有的因害怕在诉讼中受到第二次侵害或者害怕犯罪

分子及其亲属的报复而不敢告发犯罪 , 有的因社会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援助而不满意
,
或者

复仇心理未得到满足而对国家法律不信任 , 有的因在诉讼中暴露了个人隐私而感 到 痛 心 疾

首
、

无地自容 , 等等
。

所以
,

被害人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封闭心理倾向
,
强迫自己与社



会生活相脱离
。

我们把这种被害人在心理上 自我谴责或者自我摧残的过程称作第三次被害人

化
。

例如
,

有的被害人被害后认为自己也有责任
,
因而具有责备自己的心理倾向

,

尤其强奸

被害人
、

性虐待儿童被害人这种倾向特别强
。

在一般情况下
,

被害人要想在受到精神打击悄

况下站起来
,

是相当困难的
。

第三次被害人化是被害人被害后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

由于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
,

缺少外界良性因素的介入
,

其心理发展常常形成螺旋式的恶性循环
:
自责一, 孤独一 , 自卑

一, 绝望
。

发展到最后
,

有时会出现下列两种结果
:
一是个人复仇

。

被害人不信任国家和法

律
,

对司法活动能否保护自己的权益不抱任何希望
,

于是便通过个人的报复行为以满足自己

的心理需求 , 二是自我摧残 ( 甚至崩溃 )
。

随着精神孤独的逐渐增强
,

被害人心理承受能力

日趋极限
,

如果得不到缓解
,

势必有走向精神崩溃边缘的危险
。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被害人就

是由于内心孤独
,

无法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援助而最终走上绝路的
。

对于第三次被害人化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迄今为止
,

尽管有许多国家都己将通过物

质补偿等形式对被害人进行援助的方法法律制度化了
,

但是却仍然没有解决好第三次被害人

化的间题
。

一般说来
,

第三次被害人化主要是由被害人对法律不了解
、

不信任以及制度本身

的缺陷和司法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
。

所以
,

若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

第一
,

要加强法制宜

传教育
。

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向公民宣传有关法律知识
,

让他们懂得在受到犯罪侵扰的时

候
,

应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同犯罪作斗争
,

行使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第二
,
提高司法工作

人员的素质
,

改进工作作风
。

实践证明
,
办事拖拉

、

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及个别司法工作人

员的拘私枉法行为是司法机关失信于被害人的主要原因
。

如果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

时
,

能够做到认真
、

准确
、

及时
、

公正的话
,
勾通与被害人的感情

,

取得被害人的信任
,

是

完全可以办到的
。

第三
,
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

建立保护被害人的各种组织机构
,

让全社

会都来关心被害人
。

实践经验表明
,

在全社会积极开展援助被害人的活动
,

是防止第三次被

害人化的最好办法
。

许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过成功的经验
,

如
,

通过被害人援助机构帮助被

害人解决困难
、

安排生活 , 进行权利指导
,
提供精神援助 , 消除担心犯罪分子或其亲属报复

的恐惧心理等等
。

我国的妇联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也有许多好的经验
。

但是
,

要想彻底

解决第三次被害人化的问题
,

仅靠这些是不够的
,

还要在加强有关立法工作的同时
,

组建全

国性或者地区性的被害人保护组织
。

该组织可以通过报刊影视宣传
,
口头

、

书信
、

电话咨询

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
,

向被害人提供必要的精神援助
。

总之
,

积极开展有关被害人化间题的研究
,
是被害人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
同时也是

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
。

只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充分注意第一次
、

第二次
、

第三次被害人化

的原因
,
并由此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

,
就能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充分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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