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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90_E6_88_91_E5_c122_480485.htm 轻伤害案件是一种多

发性的犯罪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它不仅直

接侵害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而且侵犯社会管理秩序，影响

社会的稳定。目前在办理轻伤案件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 案例：高某多次向债主蔡某讨债未果，于2006年7月9日18

时许，在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安吉利桔梗加工厂再次向蔡

某讨债，而与被害人孙某发生口角（孙某系蔡某之友），孙

某打了犯罪嫌疑人高某二耳光及踢一脚后，犯罪嫌疑人高某

便在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将被害人孙某的腹部及左手前臂砍伤

，经法医鉴定孙某所受损伤构成轻伤（偏重）。因此，犯罪

嫌疑人高某因涉嫌故意伤害于2006年7月11日被岳阳市公安局

君山分局刑事拘留。 事后，高某家属与受害人孙某就民事赔

偿达成了协议，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且被害人同时要求对

犯罪嫌疑人高某从轻处罚。后公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向检察

院提请批准逮捕及提请审查起诉。 本案中，高某将他人砍成

轻伤，基本事实清楚，但该案事出有因，属事出有因引发的

过激行为，且事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了积极赔偿，达

成了赔偿协议，被害人也有要求对犯罪嫌疑人高开文从轻处

罚，但公安机关受案以后，对被其紧追不放，既浪费有限的

司法资源，同时也当事人的生活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法律

的最终目的就是定纷止争，力求当事人权益的平衡，防止犯

罪。从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某的行为其实并不具有多大

的危害性，他只是为了讨债而与别人发生口角，并做出了一



些相对过激的行为，因此公安机关根本就没必要这样穷追不

舍。 目前，我国在处理轻伤案件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1、管辖不明确，当事人告状难。 轻伤害案件是

轻微刑事案件。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170条规定的自诉案件包

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第88条规定：对于自

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中央六部委在《

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轻伤

害案件属于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受理，对于这类案件被害

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

中证据不足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

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从以上的法律规定看，对

于轻伤案件的审理，可以适用自诉程序，也可以适用公诉程

序解决。也就是说，对于轻伤害案件，法院、公安均可以受

理。但由于对证据是否不足认识上的差异，往往成为法院、

公安两家在司法实践中推诿扯皮的焦点之一。由于法律对轻

伤害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的含混不清，不仅导致司法机关在具

体实践中难以操作，也给当事人增加了讼累，往往一个轻伤

案件发生了，被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让其到法院

自诉，被害人举不出充分的证据，法院不受理，群众告状难

比较突出。 2、启动公诉程序后，难以调解结案。 受害人在

人身遭受侵害向公安机关控告，要求公安司法机关按照刑事

公诉程序查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立案，追究犯罪，保护被

害人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遇有被害人控告的伤害案件，

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并及时展开调查，经被害人伤情鉴定属

轻伤，公安机关应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案件一旦进入公诉

程序，只能按照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从侦查取证到批



捕起诉一路走到底，一直到法院的审理判决为止，由于刑事

诉讼法没有赋予公安、检察机关有对轻伤害案件主持调解的

权利，公安一旦受理并对伤害案件立案侦查，就象汽车驶上

单行车道，中间不得停车，不得调头。不少在办案过程中通

过办案人员做工作可以化解的矛盾，也因没有人去做工作，

致使当事双方的情绪在严格的诉讼程序中渐趋激化，不仅浪

费司法资源，也使办案促社会稳定的初衷难以实现。 3、 轻

伤害案件取证难，司法资源浪费。 轻伤害案件多发生在农村

，当事人的文化程度较低，双方多是因邻里纠纷或生产活动

琐事产生矛盾而引发，一旦伤害事实发生，双方或一方会找

出一位当地"德高望重"的中间人进行调解，在多次调解不成

的情况下，才想到有关部门"报官"，但因时过境迁，现场破

坏，物证丢失，加之很多人多是宗族、亲友、邻里关系，多

数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原来都是熟人，证人如实作证顾虑重

重，证人不作证或不如实作证或改变证言，甚至翻供的情况

在办理公诉轻伤案件中屡见不鲜，"取证难"现象在轻伤害案

件中表现的尤其突出。伤害案件的取证工作牵扯到侦查人员

的大量精力、人力、物力，往往一个证据的固定需要侦查人

员的多次调查，增大了办案的成本，有限的司法资源被浪费

。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原因是刑罚有其固有的局限，刑罚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在

办理轻伤案件中，司法机关应区别情况，区别对待，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对因生产、生活、琐事引起的，发生在邻里、

亲属、同事之间的案件，主观恶性小，情节较轻，社会危害

不大，后果不太严重的轻伤害，应以不激化矛盾，维护社会

稳定为目标，努力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只



要当事人双方自愿或同意调解，公、检、法三家都要尽力调

处，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民事和解，在公、检、法三家三

个环节中，在哪一环节达成调解，诉讼就应当在哪个环节中

止。公安可以就此不提捕，检察机关可作不捕、不诉，法院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一些主观恶性大，手段恶劣，社

会影响坏的轻伤害案件，则不应进行调解，应启用公诉程序

，以达惩诫之目的，调解时应注意避免一厢情愿，强行调解

的做法，如利用权力强迫双方调解，对不愿接受调解的，动

辄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和刑罚进行施压，这样做违背了公平

、自愿的原则，易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实现真正的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因此，对这类犯罪案件，应坚

持说服教育，思想疏导，耐心调解和启发，帮助他们解开思

想疙瘩，消除对立情绪，促进相互谅解，增进双方团结，园

满彻底解决纠纷。这对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

因而，在处理轻伤案件时，应多做调解工作，凡是可以调解

的，争取调解结案。对于调处无效的，一般应坚持从轻处理

的原则。特别是因民事纠纷引起的轻度和中度轻伤案件，可

以考虑适用缓刑、拘役，直至免予刑事处分。这样，社会效

果将会更好。 （作者：张吉辉，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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