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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遭遇犯罪的您 

 

～受害人指南～ 

 
 
 
 
 
 
 
 
 
 
 
 
 
 

 这份写给大家的小册子， 
 为您深入浅出地说明下列事项： 

○ 搜查和诉讼如何进行，犯人依什么程序    
受到处罚？ 

    ○ 警察会请求您提供什么帮助？ 

    ○ 有哪些制度是大家可以利用的？ 

    

 

 

滋 賀 县 警 察 总 部 

 

  〒520-8501 

  大津市打出滨１番１０号 

 电话（代表） ０７７－５２２－１２３１ 
 

刑 事 程 序 流 程 成 人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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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搜查    
               

                        听取案件详情 
                        制作报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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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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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程 序 概 略  成 人 事 件  
    

 厘清犯人和犯罪事实，确定应科以刑罚之程序，
称为刑事程序，大致可分为：“搜查”、“起诉”、
“公审”３阶段，其程序依犯人为成人或少年而异。 

 

●当犯人为成人时 

 

   捜 查    

    抓捕犯人，收集证据，揭露事实并解决事件的行
为称为“搜查”。 警方根据一定数量的证据确定为犯
人者称为“嫌疑犯”，如有需要，警方将在逮捕嫌疑
犯后 48 小时内将其送交检察官。 （“移送”）。 

    如果接受移送的检察官认定必须拘留并搜查嫌疑
人的身份，将在 24 小时内向法官提出拘留请求（“拘
留”），法官同意此一请求后，嫌疑犯最多将被拘留
20 天。  

    嫌疑犯如果没有逃亡的风险，将不加逮捕地进行
调查，证据搜集齐全后，将调查结果送交检察官。 

 
 
  起 訴    

    接受移送的检察官，在拘留期间内详查自警察方面
送交的文件和证据，检察官本身亦针对嫌疑犯进行调
查，并决定是否提告嫌疑犯。 

    提告嫌疑犯称为“起诉”，不提告嫌疑犯称为
“不起诉”。 （被起诉的嫌疑犯称为“被告人”。） 

此外，起诉还分：要求在常规公开法庭上进行诉
讼的“请求公审”；以及仅要求对某些轻罪进行书面
审理的“请求简便命令”。 

    若未逮捕嫌疑犯便移送案件，接到案件的检察官
将在进行所需调查后决定是否提告嫌疑犯。 

 
  公 审    

   当嫌疑犯被起诉时，决定公审的日期后，进行审理
并做出“判决”。 

  如果检察官或被告人对该判决不满意，将进一步上诉
到更高层级的法院（高等法院等）。 

少年案件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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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少年嫌疑犯   

  
    
  

１４岁以上及

惩役、禁锢等

严重犯罪  

１４岁以上

及罚金以下

的犯罪 

不满１４岁 

 

 

   移送   移 送  移送･通知   

  

 
 

在警察单位 
指导･训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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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察 院     儿童谘询中心   
                            ※①～③ 

  
家事法院 

 

 
 送 回    不开始审判    审判程序   

 

  

决定是否向法院

提起公诉 
 审   判 
                

 
不处分  保护处分   

   

  ・移送少年院 
 ・观护 
 ・移送儿童自立  

支援设施 
 ・移送儿童护养  

设施 

 起 訴  不起訴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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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否比照成人案件科

以相同刑罚 
 
  

 
             
   刑事处分 

※ ①儿童福祉司等指导等 
②移送儿童护养设施 

③移送儿童自立支援设施 

 

少年案件程序概略  
 

●犯人为 14 岁以上不满 20 岁之少年时 
 
    捜 查   

     在警察方面，针对 14 岁以上少年进行与刑事程
序同样的搜查。 

    若是犯下法定刑责为惩役、禁锢等较重的罪行，
会将案件移送给检察院。接受移送的检察官，经调查
后附带意见指示如何处分该少年，将案件移送家事法
院。 

    如果犯下法定刑责为罚金以下之罪行，则由警察
将案件直接移送给家事法院。 

 
  审 判    

     家庭法院决定是否对案件进行“审判”（刑事程
序所谓诉讼）。 

 至此过程为止，若判断少年已完全悔过，已无需
进行审判时，即不开始审判程序而结束。  （这称为
“不开始审判”。） 

   另一方面，若法官认定为决定是否惩罚少年而需
直接审理时，即开始审判程序。审判中除决定“保护
处分”（将少年收容于设施中，与进行矫正教育的少
年院，以及在社会中与观护官和保护司合作以行少年
之改善更生的保护与观察等）外，若认定不需要保护
处分，则做出“不处分”决定。 

   此外，当少年犯下暴力罪行时，如果认定应该做
刑事处分，则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在此情况下，少年
原则上必须比照普通刑事案件接受是否科以刑罚的决
定。  

 
 ＊少年犯罪受害人可使用的制度 
   ・查阅并复制少年案件记录 
  ・旁听犯罪受害人等少年审判 
   ・向受害人说明审判状况 
  ・通知审判结果等 
 
更多详情，请联系家事法院。 

  

●犯人为不满 14 岁之少年时 
                                                
    調 査 等   

    在警察方面，由于在法律上无法处罚不满 14 岁的  
 少年，在经过所需调查后，移送或通知儿童谘询中心。 
                      

     儿童谘询中心的措置   

   接受移送或通知的儿童谘询中心，对少年行儿童福 
 利法规定上的措置（进入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委托寄养 
 父母等），完成本案件；如果认定必须在家事法院进行 
 审判，则将案件移送家事法院。被送交家事法院的少 
 年，将比照 14 岁以上，接受是否开始审判的决定。 
 
 

对于配合搜查的请求  
 
   本单位在刑事程序上可能会对您有如下请求，这可

能会加重您的负担。 
   然而，这是为了抓捕、处罚犯人，并防止同样遭遇

受害人再度出现之故。 
   感谢您的帮助。             

 ●  听取案件详情 
      向您询问有关犯案状况和犯人动向。 

  ●  提供证据 
    可能会要求您提供被害时所穿着的衣物，所持有的 
 物品等可以证明犯罪的证物。 

 ● 实况鉴别    
   可能会要求您陪同至犯罪现场鉴别实况。 

● 检察官听取案件详情 
   检察官为判断起诉或不起诉，可能会反复询问同一

件事。  

● 庭审证词 
在公审时可能会要求您出庭作证。  



 
 

受害人联系制度  
 

  在警察方面，对于诸如杀人、强迫性犯罪，伤害等
身体犯罪，以及属于肇事逃逸事件、危险驾驶致死伤罪
的重大交通意外事件、交通死亡意外等受害人等，提供
适时适切联络下列事项的受害人联系制度。 

 
●为刑事程序及犯罪受害人提供的制度 

    向受害人听取案件详情的搜查员将与您联系有关刑
事程序及犯罪受害人的制度。 
●搜查状况 

    如果犯人未被逮捕，将在不妨碍搜查的范围内，联
系有关搜查的状况。 
●逮捕犯人 

     如果犯人被逮捕，将在不妨碍搜查的范围内，联系
有关犯人的逮捕情况、姓名和年龄等信息。 
●犯人的处分状况 

     针对逮捕后被拘留的案件，将联系有关移送该案
件的检察院，起诉、不起诉等结果，以及提起公诉之
法院等信息。 

 ※若犯人为少年，则联系内容将有若干不同。 
 

安全确保之相关制度  
 
● 防止再度受害・保护対策 

 “防止再度受害对象”…受害人若有再次自加害人 
 蒙受生命、身体伤害之虞时，将采取必要的预防 
 措施。 
 “受保护对象”…如果加害人是帮派成员或帮派   
 相关人士，有遭受报复之虞时，将把受害人指定 
 为受保护对象，彻底预防受害于未然。 
   若您遭受加害人或帮派等施以生命身体危害之  
 威胁，请立刻报警。 
 
● 保护家庭暴力（配偶施暴）、虐待儿童等案件的受
害人 

   若属家暴、儿虐或跟踪等案件的被害人，必须自
加害人鬲离保护时，将与相关机构合作针对安全之
确保进行因应。 

受害人谘商制度  
 

  一旦受害，除由事件造成之直接损害外，由于忆
起事件后无法入睡，或对于再次受害的担忧等压力，
会在身心中出现各种反应。 

    这些症状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受害人身上，并非
疾病。 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逐渐恢复。 

    警察方面为支持因犯罪和事故而受害的人士及其
家人之心理健全，设有由临床心理师等专业心理谘商
师组成的谘商制度。 

  本项制度免费。 
     
 更多详情，请联系警察局谘询窗口或警察总部犯  
 罪被害人支援室。 

 

琵琶湖性暴力受害人综合照护站 
 

「Sexual Assault victim TOtal Care One stop  

BIWAKO 」   简称 SATOCO 

  SATOCO 是公益社团法人近江犯罪受害人支援中
心、滋贺县妇产科医师协会推荐的医疗机构（南草津
野村医院、神野妇产科诊所）、滋贺县警察局和滋贺
县政府合作体制下成立的照护站，为性暴力受害人提
供综合性照护帮助。 
 
●SATOCO 可以提供的支援 
〇综合身心照护 
 主要针对刚遭受性暴力之女性提供 
全面照护。 
    在女性谘询员、护理师和医师提供 
的安全且协作之环境下，为您进行全面 
的“身心”照护。 

２４小时热线 

   ０９０－２５９９－３１０５ 
       或者  ＃８８９１ 
satoco3105biwako@gmail.com 
 女性谘询员、护理师为您提供谘询。 

各种援助 /救济制度  
制  度 制 度 内 容 负责机构等 

法院犯罪受害
人支援制度 

我们提供掩护证人、陈述
受害人意见、陪同证人、
阅览公审记录、归返证据
等帮助。 

 

 

 

 

 

大津地方检察院 

077-522-4671 

 

 

大津地方法院 

077-522-4281 

 

受害人参与制
度 

 

 

 

因杀人、伤害等故意犯罪
行为使人致死或受伤之
罪，以及过失驾驶致死性
伤害的受害人，经法院许
可，获得受害参与人之诉
讼程序上地位的前提下，
将可以参与刑事诉讼。另
外还提供参与时的旅费等
补贴制度。 

损害赔偿命令
制度 

 

 

 

因杀人、伤害等故意犯罪
行为使人致死或受伤之罪
的受害人，在对刑事法院
起诉后，在刑事诉讼辩论
结束之间，得对被告人提
起损害赔偿命令，利用刑
事程序的成果简便迅速地
解决。 

民事上的损害
赔偿请求制度 

 

遭遇被害的受害人可以向
加害人要求赔偿损失。损
害赔偿请求必须由受害人
提出，有别于刑事程序。 

 

滋贺律师协会 

077-522-3238 

更生保护中的
制度 

 

在更生保护中为犯罪受害
人等人士提供了各项制
度，请向观护所洽询。 

 ○听取意见之制度 

  ○传达心情之制度 

  ○加害人信息通知 

  ○谘询与支持 

 

  

大津观护所 

077-524-6683 

 

 

优先入住公营
住宅制度 

 

由于犯罪而无法在以前住
所生活的受害人，可以优
先入住公营住宅。  

滋贺县营住宅管理
中心 

077-510-1500 

市町承办课 

奖学金制度 犯罪受害人子女中，由于
经济因素难以学习时，可
以获得奖学金（学习用品
费）的补助。 

(公財 )犯罪受害救援
基金 

03-5226-1021 

犯罪被害者等
支援条例 

滋贺县为了被害人已经制定

条 列 ( 有 支付抚慰 金的规

定)。抚慰金取决于地区 

丧亲之家抚慰金(30 万日元) 

受伤抚慰金(3～20 万日元) 

 

您居住地区的政府办公室 

 

谘询窗口  
负  责  机  构 内   容 

犯罪受害人支援专线 

℡ ０７７－５２１－８３４１ 

犯罪受害人综合窗口 

℡ ０７７－５２５－８１０３ 

℡ ０５７０－７８３―５５４ 

县民心声１１０ 

℡ ０７７－５２５－０１１０ 

 (push 线路请打♯９１１０) 

犯罪受害相关谘询、相关

机构团体之介绍 

遭遇犯罪被害人士的谘

询、窗口介绍 

 

有关警察业务全体的一般

咨询，包括预防犯罪受害 

性犯罪被害询问专线 

℡ ０７７－５２２－１５５１ 

 (按压式线路请打♯８１０３) 

免费专线请打 0120-167110 

关于性犯罪的谘询（24

小时受理） 

日本司法支援中心（法律露台） 

犯罪受害人支援专线 

℡ ０５７０－０７９７１４ 

提供解决法律纠纷所需

的信息和法律服务 

大津地方检察院 

 受害人热线 

℡  ０７７－５２７－５１４９ 

有关受害谘询和事件之洽

询 

 大津少年支援中心 

℡ ０７７－５２１－５７３５ 

 米原少年支援中心 

℡ ０７４９－５２－０１１４ 

家庭、朋友，以及欺凌

等青少年相关谘询 

帮派驱逐热线 

℡  ０７７－５２７－２１４０ 

关于帮派的谘询 

滋贺县帮派驱逐推动中心 

℡  ０７７－５２５－８９３０ 

与帮派纠纷的支援和建议 

滋贺县男女共同参与中心 

℡  ０７４８－３７－８７３９ 

有关家庭暴力、性骚扰等

谘询 

滋贺县中央儿童家庭谘询中心 

℡  ０７７－５６２－１１２１ 
儿童和妇女相关谘询 

滋贺县彦根儿童家庭谘询中心 

℡  ０７４９－２４－３７４１ 

滋贺县大津高岛儿童家庭谘询中心 

℡  ０７７－５４８－７７６８ 

大津地方法侓局人权保护课  

℡  ０７７－５２２－４６７３ 

侵犯私生活等相关咨询  

  

  如有疑问，欢迎随时联系洽询。 
（负责捜查员） 
     滋贺县               警察局・队 
                        科・股 
  电话号码 

 

犯罪受害补偿制度  
 
   犯罪受害补偿制度意指：对于因故意的犯罪
行为（例如杀人和伤害等）而失去家人的遗族，
或是负重伤病的受害人和留下后遗症的受害人，
若未自加害人获得充分损害赔偿等情况时，由国
家支付补偿金的制度。 
 ※  从知道犯罪被害发生日起经过两年时，或  
是自犯罪发生日起经过 7 年时，将无法申请。 
※  若是受害人亦有不当行为等情况时，将可  
能完全不支付或仅支付部分补偿金。 

 
  更多详情，请联系警察局谘询窗口或警察总部犯  
 罪被害人支援室。 
                 

犯罪受害补偿制度概略  

种 类 领取人的资格、顺位 

 
 
遗族补偿金 

 

   
支付给遗族（①配偶  ②子女  ③
父母 ④孙子 ⑤祖父母 ⑥兄弟姊
妹 顺序之第一顺位遗族） 

 
 
 
 
重伤病补偿
金 
 

 

 
对于已接受治疗 1 个月以上，且
需要住院 3 天以上的重伤病患者
（精神病患方面，为治疗 1 个月
以上， 3 天以上不能服劳务
者），以３年为限，支付虑及保
险医疗自行支付额度之医疗费
用，以及停工损害额度之总额
（上限额度 120 万日元）。 

 

残疾补偿金 

 
支付给残疾级别 1 级～14 级的受
害人 

 

经済性支援制度  
种  类 支 付 标 准 内  容 
診断书费用

等 

身体犯罪受害人进行调

查需要医疗证明时 

診断书费用 
初诊费用 

性犯罪受害

相关初诊费

用等 

当性犯罪的受害人在搜

查因素上需要医师诊察

等时 

初诊费用、检查费

用、复诊费、紧急避

孕处置费，堕胎费用 

旅费 为实况鉴别和听取案

件详情等因，要求您

至警察局出面时 

由自宅至警察局等机

构的交通费 

犯罪受害人

等谘商经费 

 

 

在警察局以

外之谘询设

施的租借经

费 

  

犯罪受害人等必需接受

精神科医师和临床心理

师等诊察及谘商时（最

多 3 次） 

当性犯罪、帮派犯罪和

肇事逃亡事件等之受害

人希望在警察设施以外

的设施进行受害谘询／

听取案件详情时 

诊察费 

谘商经费 

 

 

设施使用费 

 

 

暂时避难场

所确保经费 

 

当犯罪受害人等急需或

暂时难以获得居住场所

时 

用作暂时疏散措施之

设施的住宿费用 

房屋清洁费 

 

 

若自宅因犯罪受害而被

血迹等污损，需要清扫

时 

清扫工作（清除血

渍、呕吐或排泄物，

恶臭等）所需费用 

司法解剖后

的遗体运送

费用 

 

作为或可能为犯罪受害

人，遗族希望运送已行

司法解剖之遗体时 

自滋贺医科大学至县

内自宅或指定地点的

运送费用 

※公费负担或可能无法支付，并有其上限。 

 

民间受害人支援团体的受害人支援 

滋贺县公安委员会指定 犯罪受害人等早期援助团体 

  公益社团法人 近江犯罪受害人支援中心  
  我们为杀人、抢劫、性伤害等犯罪，以及跟踪犯和家
庭暴力等犯罪相关行为，还有交通意外和事件的受害人和
其家人、相关人员提供心理谘商之帮助。 我们将为您严守
秘密。谘询免费。首先，请同我们联系，匿名亦可。 

０７７－５２１－８３４１ （犯罪受害人支援专线） 

０７７－５２５－８１０３ 星期一～五 10:00～16:00 

（六日・节假・跨年连假除外） 

０５７０－７８３－５５４ NTT 专线 

上列 077-525-8103 若为通话中或受理时间外（包括六日节假的

上午 7 点 30 分～下午 10 点之间：跨年连假除外）则将连接至犯

罪受害人等电话支援中心的谘询电话。 

1096826
スタンプ

1096826
スタンプ

1096826
スタン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