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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国虽然在 1997 年《刑法》就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规定了强

制医疗制度，但由于缺乏相对应的程序性规定，致使该规定流于形式。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强制医疗的特别程序列入其中，弥补了立法的漏洞，

对于公权力的限制、精神病人及社会公众的权利保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我们在看到立法进步的同时，也注意到在具体施行过程中，还需要进一

步厘清条文涵义、阐明适用内容、防范滥用可能，从而确保其所追求的保障

人权和防卫社会的目的实现。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按照法解释学的方法和原则，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

以文义解释为基础，再从比较法解释、目的解释和立法解释等角度，对强制

医疗程序相关规定的理解和适用进行了探讨。第一章以检察环节的案件审查

为例，对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将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扩

展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案件类型扩展到严重危害

公民财产安全的犯罪，对适用条件所要求的暴力行为和危害结果应进行更明

确的界定，对继续危害社会性的评判应结合发病原因、发病与暴力行为关系、

治疗效果及监管条件等进行综合考察，检察机关在鉴定意见等审查中应提高

审查能力。第二章围绕在检察机关作出强制医疗申请后，法庭审理过程中程

序的设置、合议庭人员的组成、检察机关对法院决定的监督等进行了探讨，

认为庭审应不公开审理，应通过合议庭由专业人员组成、鉴定人员出庭作证

等方式提高庭审的专业化，应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决定的抗诉权。第三章围

绕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机关、解除程序、检察机关

对解除程序等监督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强制医疗的解除应建立定期评估

制度，赋予检察机关解除程序的启动权等。最后一章，主要对检察机关如何

保障案件被申请人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法解释学。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China's 1997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of the mental patient's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bu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procedural regulations 

correspondingly, resulting in the provisions can not be implemented. 2012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tipulates the special procedure of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which makes up the loophole of legislation. It plays a very 

positive role in the restriction of public power, the rights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public. However,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provisions and 

the applicable content, to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abuse, thereby compulsory 

medical can be implemented correctly and the goal of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social defense can be realized. 

With the judicial practice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meaning as the basis, and then from the 

comparative law interpretation,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and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mpulsory medical procedure from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law 

interpretation. The first chapter to procuratorial tache of the review of the case as 

an example, analyses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uch as the objects should include the limited mental patients，the people who 

lost the court hearing and charged with causing malicious damage to property. 

The act of violence and the dangerous result of crime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clearly. Judging the possibility of mental patients continue to harm society 

should consider the reason of the illn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 of 

violence and the illness, treatment effect and the supervision condition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reviewing the appraisal opinion of the 

mental patients.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cedur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llegiate bench, the supervision of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and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urt's decision. The cases shall 

not be tried publicly; the trial can be more specialized by the specialized collegial 

panel and the appraisal personnel attending the court hearing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has the right of protest to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The third chapter 

explains who is the execution organ, the relief procedure, and the righ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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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uratorial in the procedure of relief after the compulsory medical application. 

The objects should be assessed on time and regularly,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have the right of suggesting the court to start the program. In the last chapter, it 

makes a study on how to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mental patients and the 

victims. 

 

Key words: Psychopath；Compulsory Medical Procedures; Legal Hermen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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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

序作为特别程序加以规定，体现了新《刑事诉讼法》在防卫社会公共安全、

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方面所做的努力。2013 年 1 月，厦门大学学生荆某在厦大

医院附近被董某故意伤害后不幸死亡，董某经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辨

认能力，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因此该案成为厦门地区第一起强制医疗

案件，由于被害者身份的特殊性，该案的办理在社会中引发了较为强烈的社

会反响，笔者也参与了该案的办理。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发现强制医疗在程

序方面虽然已经有了部分规定，但很多具体规定仍不明确，导致操作起来常

感到无所适从，由此产生了对该类案件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计划。笔者长期在

检察机关从事案件审查工作，既可以充分了解侦查机关侦查环节、法院审理

环节的遇到的问题，又可以全面了解厦门市两级检察机关办理强制医疗案件

情况，因此在此便利条件下，结合自身参与办理的几起案件，对近几年厦门

市办理的二十几件强制医疗案件进行了全面调研，对全市办理的强制医疗案

件的特点及遇到的分歧问题进行了总结。调研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该类案件

虽然绝对数量少，但是案件涉及面广，案件危害后果较为严重，被申请人与

被害人一方矛盾突出，案件的实体审查困难较多。在程序方面，从案件的审

查、出庭、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对具体法律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予以明确。

因此，笔者根据强制医疗的基础理论，用法解释学的方法，着重结合检察机

关办案实践，对该程序的部分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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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行现状 

新的《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施行以来，各地相继出现了多起强制医疗

案件，部分案件甚至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引发了社会大众对该

类案件的关注。下面主要结合厦门市强制医疗案件的办理情况，对强制医疗

程序的运行现状进行简单的分析。 

1、强制医疗案件总体绝对数量不多。2013 年至 2015 年，厦门市两级检

察机关共受理强制医疗案件 24 件（人数与件数相同，下同），其中 2013 年

受理 8 件，2014 年 6 件，2015 年 10 件。总体案件数量不多，占全部案件

的比例维持在 0.1%左右（厦门市普通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人数 2013-2015 年分

别为 6936 人、7150 人、7452 人），各年度变化的绝对数量较小。 

2、涉案罪名集中，后果严重。共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寻

衅滋事等 8 个罪名，主要是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抢劫等刑事案件，其中故

意伤害、故意杀人案件占全部案件比重达 66.7%。造成的后果大部分比较严

重，其中致人死亡 7 人，轻伤以上 11 人。 

 

案件数量 
罪名            

人数 占比（%）

故意伤害 9 37.50 

故意杀人 7 29.17 

寻衅滋事 3 12.50 

抢劫 2 8.33 

妨害公务 1 4.17 

强奸 1 4.17 

猥亵儿童 1 4.17 

 

3、外地人员为主，男性多，初犯比例高。从被申请人的身份等情况来

看，本地人员 9 人，占 37.5%，外地人员 14 人，占 58.3%，无法查明身份人

员 1 人（流浪汉 1 人，无法查明真实身份）；男性被申请人 20 人，占 83.3%，

女性被申请人 4 人，占 16.7%；有前科人员 2 人，占 8.3%。总体来看，外地

人员居多，男性居多，多数是初犯，两名有前科人员实施的也是暴力犯罪（寻

衅滋事、故意伤害各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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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侵害的对象多为邻里、近亲属等较为亲近人员。其中侵害近亲属 5

件，占 20.83%，邻里 7 件，占 29.17%，另外侵害公安机关人员 3 件，占 12.5%，

主要是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遭到精神病人侵害。 

5、检察机关提出申请比例高。从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看，厦门市两级

检察机关已审结 23 件 23 人，其中移送法院申请强制医疗的共计 21 件 21 人，

占比 91.3%.公安机关撤回 1 件 1 人，撤回原因系被申请人脱逃无法到案，决

定不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 1 件 1 人，原因是涉嫌寻衅滋事的被申请人杨某到

案接受治疗后，经补充鉴定，病情基本恢复，具备监管条件，继续危害社会

性可能性较小。 

6、法院采纳检察意见率高，部分案件存分歧。从法院的审理结果看，

对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申请强制医疗的案件 21 件 21 人，已经审结 16 件 16 人，

决定强制医疗 15 件，驳回申请 1 件，检察意见采纳率 93.75%。驳回申请的

一件为翔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某寻衅滋事一案，驳回申请的理由是被申请

人系精神病人，案发后经治疗症状已缓解，有监管条件，继续危害社会可能

性较小。 

7、从案件启动启动程序看，全部强制医疗案件均是由公安机关启动。

没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而启动、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案

件。 

总体来看，强制医疗案件在厦门市的流程运行较为顺畅，公安、检察、

法院在办理该类案件中能各司其职，总结了较为丰富的办案经验。但同时也

发现，强制医疗程序作为新刑诉法增加的一种特别程序，办案过程中也发现

对具体法律的理解还存在诸多分歧，无论在程序的具体操作，还是在案件的

实体审查过程中，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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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强制医疗在检察审查环节的理解与适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84 条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进

行了规定，检察机关承担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工作，决定是否向法院提出强

制医疗申请，为保证提出申请的准确性，同时保证对侦查机关监督的有效性，

需要对该类案件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等问题进行进一步明确。 

第一节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 

对主体要件的审查，主要侧重于被申请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在实

践中主要遇到的问题是对其他类型的精神病人及未成年精神病人能否适用

强制医疗程序。 

一、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没有受审能力人的适用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对象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主要

争议的问题是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没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

人（主要指犯罪时无精神病而庭审时患有精神病的人员）能否适用强制医疗。 

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需要

负刑事责任的。但从具体案件的执行来看，该类罪犯的执行却面临很大的问

题，如根据我国《看守所条例》第 10 条的规定，这类精神病人是不予收押

的。法律规定的冲突导致该类罪犯被判刑后陷入不知如何执行的尴尬境地。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俄罗斯等国的立法规定将强制医疗程序扩展到限制

刑事责任能力人。①程序设计方面，可以在一般程序审理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案

件时同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一般程序对其定罪量刑，强制医疗程序决定对

其实施强制医疗。强制医疗取得效果，妨碍入监执行的因素消除后，应再移

交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剩余的刑期。 

对于犯罪时无精神病而庭审时患有精神病的人员，面临的问题与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基本一样，笔者同样认为该类人群可以适用强制医疗

                                                        
①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97 条第 1 款规定，法院可以对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肇祸精神

病人、无受审或服刑能力的精神病犯人适用医疗性强制措施。黄道秀译.俄罗斯刑法典释义[M].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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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程序设计方面，可以先行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强制医疗后如果行为人

恢复庭审能力的，则恢复一般程序，同时规定强制医疗期间是否折抵刑期。 

二、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精神病人的适用 

司法实践中，部分侦查机关认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精神病人，如果

实施暴力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其社会危害性与普通精神病人无异，在普通

刑事案件中，规定该类人群不负刑责，是由于其心智还没有成长完全，不需

要通过刑罚而是可通过其自身身心的成长有效增强辨识能力，从而实现预防

犯罪的目的，而患有精神病的未成年人则不然。对此笔者不予认同。强制医

疗针对的对象是已经实施犯罪行为，因患精神病而不负刑事责任，而未达到

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员实施的行为并不是犯罪行为。另外强制医疗毕竟具有对

行为人人身自由限制和剥夺的因素在其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因是否身患

病疾而有所区别，对该类人群的治疗和预防可以通过要求监护人加强监管、

治疗等其他方式有效实现，实施强制医疗有悖于我国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的

精神。因此检察机关对该类人群不应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第二节 关于暴力行为与危害结果的认定 

暴力行为与危害结果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符合强制医疗的实质要件，现有

法律虽有规定，但司法中掌握仍然具有一定难度，有必要对其中一些具体问

题进行探讨。 

一、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员的适用 

对此，有观点认为对该类人群一并纳入强制医疗范围，①主要理由是可以

有效的预防危害后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暴力倾向明显，即将实施暴力行为

的可能性大，仍然坐等其将可能转化为现实，那么强制医疗在保护社会安定

中发挥的作用将能以有效发挥，因此在该阶段实施对防止行为人犯罪和改善

社会治安均具有正面作用，应将该类人群纳入强制医疗范围。对此笔者不予

认同。首先，强制医疗程序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要解决的

问题是已经严重危害法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处理的问题，而对精神病人的

                                                        
①窦立博.某强制医疗案件中存在的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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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问题不在其调节范围之内，对此可以通过民事等方面的规定予以实现。

第二，如该观点成立，则必然导致强制医疗程序的滥用。强制医疗程序本质

上来讲还是对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甚至是剥夺，因此必须审慎使用，

才能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最大化。 

二、暴力行为的程度认定 

强制医疗的暴力行为是否应当界定为严重暴力行为，如可以限定在行

凶、杀人等暴力行为，对于轻微暴力行为如推搡等，不宜认定为该法条所规

定的暴力行为？笔者认为，对暴力行为的认定，不能简单以暴力强度的大小

作为标准，而应当结合危害后果进行综合认定，部分轻微暴力可能造成严重

后果，如在悬崖边上轻推他人，部分手段较重的暴力可能造成较小或者未造

成危害结果。因此，只要实施的暴力行为达到了《刑事诉讼法》284 条规定

的危害结果的程度，无论该种暴力强度有多大，都应当适用本条的规定。 

三、危害公共安全的认定 

从法条规定来看，危害公共安全强调的是危害行为本身的现实危险性，

因此只要是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已经对不特定多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达

到与犯罪相当的程度即可，不要求实际已经发生现实的危害结果，如近几年

频发的针对在校中小学生的案件，只要在校园门口持刀肆意挥砍，实质上已

经对不特定人员的人身造成严重威胁，不要求发生他人伤亡的结果。 

四、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认定 

从立法过程来看，对比修正草案，我们发现正式颁布的法条将草案中的

“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修改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从

立法本意来看，显然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包括但不限于致人重伤、死亡。

但是具体“严重”的标准如何把握，是否一定以造成对被害人的伤亡后果为

标准？对虽然没有造成被害人伤亡但对被害人其他人身安全造成危害后果

的，如强奸、绑架等行为能否认定？现有法律未进行明确的解释和规定，这

是立法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地方。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其对国家和公民利益的侵害，这种侵害必须要达到一

定程度，但是否只要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达到犯罪的程度，都应当适用强制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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