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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女性遭受的人身权利侵害具有持续性，以及犯罪行为的隐蔽性等特点，所以在遭受侵害之后受到的

伤害要远远大于普通的犯罪主体。虽然随着司法改革和发展，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但是目前我国对女性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仍然存在许多的困境和不足，包括法律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救济措

施实行的不够彻底。所以需要采取完善女性被害人救济的法律制度和加强对女性人身安全保护等措施，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女性别害人权利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政策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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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persistence of women’s personal rights infringement and the concealment of criminal 
acts, the injury after the infringement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ordinary criminal subject. Although 
with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justi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victims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female victim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imperfect legal system and the incomplete imple-
mentation of relief measur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
tem of female victims relief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personal safety, further im-
prove and perfec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without 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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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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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司法制度的改革，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于人权的保障，其中就包括对刑

事诉讼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与强化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都是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1]。在立法和实践中，我国不断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和救济，确立了一系列

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制度，但是，在现实中，被害人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充足的救济。女性作为被害人中

的特殊主体，当其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后，其权益更应该得到充足的保障和救济。但一方面，由于我国

对被害人的救助机制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受到来自社会的评价和偏见以及其自身能力的局

限等原因，使其权益在遭受伤害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因此，为了改善目前女性被害人权利保障中

存在的问题，提高女性的自我保护能力，本文主要围绕遭受人身侵害的女性主体，对女性被害人权利保

障中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意见，促进女性被害人保障体系的发展。 

2. 女性被害人遭受刑事案件的特点 

女性被害人所遭受的刑事案件特点是指，女性作为受害人所遭受的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的特征，其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受害主体为女性[2]，除此之外其他的案件要素则与其他刑事案件差别不大，所以本文

主要围绕女性人物因素问题来探讨女性被害人遭受刑事案件的特点。 
(一) 案件类型集中 
女性被害人与一般被害人相比，其遭受的犯罪类型比较集中，在刑法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公民权利这一

类别中，女性作为被害人的案件主要包括性犯罪和暴力性犯罪[3]。根据数据显示，从 2022 年 1 月到目前

为止，审理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有 66 件以女性为被害人，在这 66 个案件中，强奸罪共 26
件，占比达 36.62%；其次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共 15 件，占比为 21.13%；随后是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

各占比为 14.08%和 8.45%。除上述犯罪类型外，家庭暴力也是女性受害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刑法中并没

有规定家庭暴力罪，所以该案件类型并没有出现上述数据中。但是根据妇联调查显示全国 2.7 亿个家庭中，

大约 24.7%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其中受害者 90%为女性，由此可见家庭暴力也是女性受害的主要类型。 
因此女性作为受害人所遭受的人身伤害不仅包括性犯罪、普通的暴力犯罪，还包括家庭暴力性犯罪。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还没有完全消除，

仍然在潜意识里荼毒人们的思想，这就导致在女性在家庭暴力中不能反抗、不敢反抗，再加上女性自身

的生理结构，体型娇小、力量较弱等原因，所以女性成为家庭暴力犯罪的主要受害者。而以女性为主体

的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中，大部分也是由于家庭纠纷引起的。性犯罪是指为了满足自身的性欲故意

实施侵犯他人性权利的行为，在性犯罪中绝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女性，这与其特有的生理构造有关。由

于女性被害人遭受的犯罪类型比较集中，这也是女性作为特殊被害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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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复受害性 
重复受害是以被害人隐私被揭露为前提的，所以不同类型的刑事被害人其被害程度有所不同，其遭

受重复受害的可能性和程度也会有所不同[4]。在司法实践中，女性被害人遭受的人身权利侵害，其二次

伤害的可能性和受害程度要远远高于财产型犯罪或其他犯罪行为，尤其是家庭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家庭

暴力犯罪和性犯罪中的受害人，在遭受侵害之后心理上的创伤是远远高于生理上的，生理上的伤痛可能

会在短时间内愈合，但是其情感和心理上的痛苦却难以磨灭，甚至一生都生活在被侵害的阴影中。家庭

暴力型犯罪和性犯罪的隐私性远远高于其他的犯罪行为，当其向社会或者有关部门求助时，其隐私的暴

露程度也会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犯罪的，所以遭受该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在司法活动中或者救济过程

中，都应该得到更严谨的保护，但是显然目前我国对女性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并没有做到，从而使得被害

人在求助时将隐私暴露于公众面前。当受害人将其受害经历展露到公众面前时，由于社会风气和传统观

念的影响，大众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舆论，去批判抨击受害者，甚至产生“受害者有罪论”，给受害

者带来重复性伤害，这种伤害可能会远远大于犯罪人带来的生理伤害。由于社会公众的冷漠和部分政府

机关的不作为，不仅使得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且还要在媒体的传播和公众的讨论下，面

临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甚至施暴者的威胁恐吓，使被害人的精神和身体又一次或多次遭受折磨。 
(三) 年龄针对性 
对女性实施的暴力犯罪，具有一定的年龄针对性，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群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也

有所不同[4]。在侵犯人身权利型案件中，被害女性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18~45 岁之间，其中不同类型的犯

罪，年龄分布有所偏差。具体情况如下：性犯罪主要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年龄集中在 18~29 之间，并且

在这些女性被害群体中，单身女性和女大学生更容易遭受性犯罪的攻击，这类群体反抗能力弱、缺乏对突

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往往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侵害对象；而家庭暴力主要集中在 30 多岁的女性群体中，

根据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主要集中在 30 岁~39 岁的女性，其中低收入家庭和中收入家庭发生家庭

暴力的水平要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而女性被杀害的受害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16 岁~45 岁[5]，其中超过一半

的被害人是因为家庭纠纷或被家庭成员所杀害，因为家庭矛盾所造成的激情或有预谋的杀人，见表 1。 
 
Table 1. Age distribution table of female victims 
表 1. 女性被害人年龄分布表 

犯罪类型 年龄分布 

性犯罪 18~29 岁 

家庭暴力犯罪 30~39 岁 

故意杀人犯罪 16~45 岁 

整体分布情况 18~45 岁 
 

(四) 暴力发生的反复性和隐蔽性 
女性遭受的犯罪除了具有以上特点外，还有另外两个明显的特点，即暴力发生的反复性和隐蔽性。所

谓的反复性是指，女性被害人遭受的犯罪行为，尤其是家庭暴力型犯罪，是多次反复进行的。众所周知，

家庭暴力不可能只发生一次，女性被害人遭受的家庭暴力往往是多次的、长期的，被害人会受到反复多次

的侵害。根据调查显示，家庭暴力中的被害主体只遭受过一次家庭暴力侵害的概率几乎是零，几乎百分之

百的受害主体都会遭受反复多次的侵害[6]。除了家庭暴力型犯罪，性犯罪中也存在加害行为反复多次的可

能性，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加害人和受害人相识，并且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存在一定人际关系的条件下。 
所谓隐蔽性是指，女性所遭受的伤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家庭内部，遭受来自于具有亲情关系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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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的伤害，这种伤害隐藏在亲情下，如果被害人没有主动申请帮助，则很难被发现，并且在实践

中往往难以将其认定为犯罪，或者定罪时往往会考虑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亲属关系，量刑较轻。家庭暴力

是女性被害人遭受来自家庭成员的最常见的伤害，根据各国以往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我们还可以了解到

家庭暴力是女性受到伤害的主因，而非通常由陌生人实施的抢劫和强奸等犯罪，所以由此可以推出女性

被害人受到来自家庭内部的伤害，远大于外界带来的伤害。根据 2021 年 3 月 1 日，北京市源众家庭与社

区发展服务中心发布的《北京市涉家庭暴力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 320 份涉家暴案件判决

书中，进九成的受害人为女性，其中加害人和受害人是夫妻关系的比例达到 81.3%，加害人和受害人为

前配偶关系的达到 12.7%1，由此可见家庭暴力发生在亲密关系的比率更高。 
除了家庭暴力以外，女性遭受的伤害还包括婚内强奸、家庭成员虐待以及被伴侣或者其他亲属杀害，

根据统计显示，在 2016~2020 五年间，在 498 个女性被杀案件中，有 233 个是被其丈夫(包括现任、前任)
杀害，占比达 45.8%；115 个是被其男友杀害，占比达 23.1%；55 个被其他亲属杀害，占比达 11%；其

余则是被其他人际关系或陌生人杀害 2。 
由此可见，在女性遭受的伤害中，来自家庭内部成员的伤害是要远远高于外界的，这些伤害隐藏在

亲情之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被害人主动向外界申请帮助，否则很难被外界发现。 

3. 女性被害人权利保障所面临的困境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许多措施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无法落实，亦或能够

运用到司法实践，但是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女性作为被害人中的特殊主体，对其权益保障中遇到的问题也

更为复杂，既包括立法的不足，司法实践的难以落实，也包括救济机制的欠缺，既有国家层面的原因，也有

来自社会和个人的原因，本文主要从以上这几个层面围绕女性被害人权利保障面临的困境进行阐述。 
(一) 女性被害人权利缺乏法律保障 
女性被害人缺乏的法律保障包括立法、司法和法律执行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

面进行阐述。首先，从立法方面来看，目前我国立法对于被害人的保护现状可以归纳为起点高，权利多，

保障少，实效差。虽然在立法中，赋予了被害人许多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回避、委托代理人以及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等权利，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女性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法律体系

还不够健全。上文也提到过，女性被害人遭受侵害之后会留下严重的心理和身体创伤，尤其是心理伤害，

这种伤害是难以消除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其家属也承受着一定的精神痛苦，减轻该痛苦最好的方式就

是给被害人足够的经济赔偿。但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享有精神赔偿请求权这规定，仍然

是持否定态度，2021 年 3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正

式施行，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

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与 2012 年刑诉解释相比，由“不予受理”改成“一般不予”，为精神损害赔偿

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在适用的时仍然有很多限制，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因此精神损害

赔偿权仍然不够完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缺失，使得受害女性的权益更难得到足够的救助和保障。 
除了缺少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外，女性被害人缺少法律援助制度的保障，目前无论是我国的《法

律援助法》，还是《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都存在刑事被害人获得援助权利仍面

临深度不够、层次不足的问题[7]。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到目前为止，刑事被害人仍人

仅仅享有特定条件下申请法律援助的问题的权利，并没有享有与被告人一方类似的，法定情景下由公安

机关通知或指派法律援助的权利；第二，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不属于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若刑事被害人

 

 

1《北京市涉家庭暴力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载源众家庭与社区服务中心公众号。 
2《近 500 起女性被杀案罪案剖析》，载至 NJU 核真录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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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即使其享有法律援助律师的援助，在民事部分仍得不到应用的法律援助服

务。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虽然对加害人和被害人权利保护

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权利都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因此，法律援助权利的不

够完善，使得女性被害人在遭受侵害后得不到及时足够的救助，导致其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难以达到法律规定的理想状态，在刑事公诉程序中法

律尽管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身份，但真正“以被害人”的身份参与法庭审理的案例还是较为少见

的。尤其是在基层法院的审理中，一些暴力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往往只能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身份，

参加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审理，而无法参与刑事部分，这就导致被害人无法对刑事裁决的结果产生积极

有效的影响，使其权益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二) 专门救助机构的缺失 
我国的救助制度于 2009 年首次提出，并在 2015 年由中共政法委等 6 个部门制定了《关于建立完善

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进行系统性规范。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

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其他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一样，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

但是尽管目前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在不断的完善，但是仍然有不足的地方。上文提到女性刑事

被害人所遭受的罪行集中在家庭暴力犯罪、性犯罪等几种罪行，在这些暴力犯罪中，女性被害为重伤，

甚至至死至残都是比较普遍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被害人的生活往往会陷入极端的困境之中，那

么这时对被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实际中，被害人受害之后却难以得到及时

有效的救助。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被害人由于文化知识有限，被害之后不知道如何求助，也不敢求助；另

一方面，目前我国缺乏专门的救助机构对女性被害人进行救助。虽然说女性在受到侵害之后可以向妇联

或者其他的政府部门请求帮助，但是由于各个部门之间互不联系，不断出现数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手

续繁多等情况，并且由于这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具有专业的救助知识，救助部门难以发挥理想中的

作用，往往使被害人在心理和生理上得不得有效的救助。 
(三) 民事赔偿难以落实 
在司法实践中，受传统司法理念“先刑后民”的影响，法院一般是在审理刑事犯罪之后，再对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问题进行审理，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切断刑事审判与民事赔偿之间的关系，

使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7]。在被害人受到侵害后，除了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来抚慰受

害的心灵创伤以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补偿，改变被害人的生活困境，从而使其进行

恢复正常生活。上文也提到，女性受害人遭受的犯罪类型为性犯罪和家庭暴力犯罪，这两大类型的犯罪

会给被害人带来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伤害甚至会伴随被害人一生，所以在犯罪行为结束之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内，被害人都可能需要医生的帮助恢复身体健康，那么就需要经济支持。但是实际上民事赔偿

的执行效果却往往不尽人意，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多数罪犯认为自己的罪过可以进行抵消，对被害人的

负罪感和对民事赔偿的积极性会不断降低，从而使民事判决难以按照理想状态执行。对于性犯罪和家庭

暴力犯罪来说，犯罪主体大多为男性，当其开始服刑之后，对其家庭经济状况也会产生影响，从而使民

事赔偿的判决更难实现。尤其是对于家庭暴力犯罪来说，其犯罪主体是被害人的家庭成员，其财产和受

害人的财产难以分割，这种情况下女性被害人主张民事赔偿将难以实现。因此对于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

其申请的民事赔偿又难以实现，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国家应到考虑给予暂时的经济救助，帮助

被害人渡过难关，重拾信心，重新融入社会，展开新的生活。 

4. 女性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在宪法、民法、刑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方面都体现了对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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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对于女性被害群体的特殊保护还亟待完善，不论是法律制度规定还是救助的

实施，都存在着待完善的部分。上文中提到我国目前在女性被害人权利保障中所面临的困境，因此本文

主要围绕该困境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一) 加强女性被害人权利保护法律机制的完善 
首先，在女性被害人的经济补偿方面，目前我国对被害人的赔偿仅限于物质损害的赔偿，而对精

神损害的赔偿则是一片空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将刑法的功能视为惩罚犯罪的工具，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比如强奸类刑事案件规定，未出现人身损害的情况下，被害

人不得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很显然这里的人身损害只是包括了肢体上的损害，并没有包括精神损害。

但是女性被害人由于其遭受伤害的特殊性，当其遭受犯罪行为的伤害后，精神上的损害可能要远远大

于物质上的损害。物质上的损害和身体上的损害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弥补修复，但是精神上的损害

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抚平，所以补偿被害人精神损失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因此，从

保护妇女权益出发，有必要加强经济补偿方面的立法，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经济赔偿的范围，赋予

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以补偿女性刑事被害人的损失，从而降低犯罪行为给女性被害人带

来的伤害。 
其次，要加强对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前文中提到被害人在获得法律援助方面仍然面临

着与加害人不对称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应当更多关注被害人一方获得

法律援助的权利。一方面可以像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那样，对被害人一方设置法律援助的法定情景，

从而扩大被害人一方适用法律援助条件，使其不再局限于特定情景。另一方面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对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被害人，就附带的民事部分也可以适用法律援助。因此可以从加强对被害

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角度出发，保障女性被害人的权利，最大限度的减少女性被害人可能遭受的不公平对

待，从而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最后，在司法实践方面，要积极维护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使被害人在司法实践中真正以“被

害人”的身份参与案件的法庭审理，适当听取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使其参与法院刑事裁判的制作过程，

对刑事裁判结果的形成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地位。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听取被害人

的量刑建议，一方面可以满足被害人惩罚犯罪人的心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被害人的精神痛苦；另

一方面也可以督促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不得忽视被害人的诉求，从而尽可能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二) 加强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保护 
根据女性被害人遭受的犯罪行为具有反复性这一特点可知，女性被害人遭受的人身权利侵害不可能

是单次的，在其初次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之后，其人身安全仍然处于加害人的掌控之下，无法得到相应

的保障，从而再一次或多次得到侵害。并且提到女性被害人遭受的人身伤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家庭内

部成员或者其周围人群，所以被害人受害后，即使施暴者得到了相应的处罚，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也很难

得到相应的保障。在家庭暴力型犯罪中，施暴者大多为女性被害人的配偶或其他亲属，被害人与加害人

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可能并不会因为加害人得到法律制裁而消失，所以，在加害人重

新恢复自由之后，仍可能继续骚扰被害人，那么此时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将会再一次的暴露于加害人的视

线范围内，被害人可能会再一次或多次的遭受侵害。因此，为了避免被害人多次遭受来自加害人的侵害，

需要加大对女性被害人的人身保护。 
2016 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家庭暴力法》，在其中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制度，

对家庭暴力的受害群体进行保护，随后该制度在全国各地得以落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该保护令

只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家庭暴力中的受害主体，保障被害人免受家庭成员的伤害。

对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或者遭受其他类型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人则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因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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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护其他犯罪中的被害人，可以借鉴《反家暴法》中的有关规定，制定类似的人身安全保护措施。所

以，为了更为全面的保护女性被害群体，不仅要加大对被害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力度，更要扩大保护对象

的范围，针对女性被害群体需要制定更为全面的人身保护令。 
刑法中有对于利用职业犯罪的人实施禁止从业的规定，使其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从事相应的职业。

并且，对判处缓刑的犯罪人刑法规定可以实施禁止令，规定其在期限内禁止“从事特定活动”、“进入

特定区域”、“接触特定主体”。那么对于遭受性犯罪、家庭暴力性犯罪等犯罪行为侵害的女性被害人，

为了保护其人身安全，也可以借鉴该制度，对被害人制订人身保护令，禁止施暴人在特定的区域或时间

内接触被害人。当被害人感受到加害人可能会再一次对其实施侵害时，可以向法院或其他执法机关申请

人身保护，从而避免加害人会再次带来伤害，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 
(三) 充分发挥现有救助机构的作用 
对于目前部分救助机构难以发挥其作用的困境，有的学者提到，可以在各地针对女性被害人建立建

专门统一的救助机构，已达到对女性被害群体进行充分有效救助的目的。但如果针对女性被害群体建立

专门的救助机构，不论其是否能够被充分利用、发挥理想的作用，就其财政方面对于我国目前经济状况

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针对我国的目前的状况综合考虑，应当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现有救助

机构的作用，而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救助机构。 
对女性被害人的救助不能局限于司法层面的救助，应当考虑多个方面，构建多元化的救助机制，所

以仅仅加大司法部分对被害女性的保护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女性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之后，不

仅需要法律层面的援助，对于其经济层面和情感层面都需要一定的救助。因此司法部门应当与医疗机构、

妇联组织以及社区单位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大对女性普法力度的宣传，使得女

性群体在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后，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改变以往女性遭受侵害后忍气

吞声、逆来顺受的局面；另一方面对遭受侵害，身心留下严重创伤的被害人群体，及时进行法律和医疗

上的救助，尽力抹去暴力侵犯对其带来的阴影，使其免于深陷痛苦的泥潭。所以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救

助机构的作用，保护女性被害人群体的权益，司法部门应当与医疗机构、妇联组织以及社区单位联合起

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救助链条，从而对被害人最大限度的发挥救助作用。 

5. 结语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犯罪行为好比是一块恶性肿瘤，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为

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可持续发展，人民对于犯罪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戒。但是对于犯罪行为进行

高度重视的同时，我们也要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予以高度重视，刑事被害人的救济不同于其他的司法救

济，它可以看作是遭受不法侵害受害人的最后希望，是被害人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关键，所以应当加大对

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同时要着重关注女性被害群体的权利救济和生活救助，女性作为弱

势群体，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目前的被害人的救助很少从女性角度出发，所以为了女性群体利益，

在大力发展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同时，要加强对女性权利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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