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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德海所著的《控权型检察制度研究》一书，运用其深厚的法理学知识和多年来对检察制度的研
究，就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系统地提出了“控权型”检察制度的见解，并回答了检察制度研究中的
一系列争论问题。
在该书中，作者指出，中国检察制度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国家制度，担负着控制约束国家
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宪法和法律统一而完整实施的职责。
法律监督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但仅靠法律监督是不够的，必须也应当在实施法律监督的同时，有效实现刑事追诉的制约，通过诉讼
制约和法律监督的双-重控制，全面完成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统一完
整实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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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检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法理学会理事，中国检察学基础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从事法理学、检察学等研究与教学工作。
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130余篇属于SCCSI论文，有4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
印资料》等转载，有十多篇论文获奖，其中，《论中国检察权的控权本质》获2004年全国检察年会优
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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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以法律监督为本质还是以控权为本质
一、中国检察权的本质特点
二、以法律监督为本质的后果及影响
三、以制约和监督为机制，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第一章 制约和监督：控权型检察制度的法理依据
第一节 制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第二节 监督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
第三节 我国法治建设在制约和监督上的不足
第四节 建设体现制约和监督相统一的权力约束机制
第二章 宪法的控权精神和控权型检察制度的内在联系
第一节 近代宪法产生于控权的需要
第二节 宪法的发展是控权制度的深化
第三节 宪法的本质是控权
第四节 从控权型宪法到控权型检察制度
第三章 控权型检察制度的产生和特点
第一节 控权型检察制度的源头
第二节 控权型检察制度的产生
第三节 控权型检察制度的特点
第四节 控权型检察制度和公诉型检察制度的区别
第四章 控权型检察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 法国检察制度
第二节 苏联法律监督制度的承前启后作用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控权型检察制度产生的贡献
第四节 中国的本土因素
第五章 我国检察制度的控权本质
第一节 法律监督的性质具有控权性
第二节 检察权的行使具有控权性
第三节 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演变体现出控权性
第四节 控权型检察制度是现代法治本质的体现
第五节 谁来监督监督者
第六章 法律监督的价值
第一节 法律监督的政治价值
第二节 法律监督的法治价值
第三节 法律监督的实践价值
第七章 法律监督：政治制度还是司法制度
第一节 法律监督是一种政治制度
第二节 如何理解法律监督是中国检察制度的核心
第三节 法律监督：实现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互动
第八章 法律监督还是诉讼监督
第一节 法律监督的诉讼化及其原因
第二节 从法律监督到诉讼监督解决了什么问题
第三节 以法律监督为手段建构中国检察制度
第九章 为什么法律监督要有更优越的地位
第一节 监督权的法律性质
第二节 法律监督具有监督的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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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律监督优越地位的实现
第十章 中国检察制度中的监督和制约
第一节 一元论及其缺陷
第二节 二元论及其缺陷
第三节 超越“一元”和“二元”：统一论
第十一章 检察机关的侦查制约 船
第一节 侦查活动中的检察制约及其必要性
第二节 我国侦查制约的缺失
第三节 加大侦查制约应注意的问题
第十二章 检察机关的审判制约
第一节 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审判制约的规定
第二节 检察机关审判制约的必要性
第三节 加强检察机关审判制约的若干建议
第十三章 中国检察机关的双重国家权力 巧
第一节 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同一种权力还是不同的权力
第二节 法律监督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功能
第三节 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的区别和联系
第十四章 回归法律监督
第一节 诉讼监督的法理分析
第二节 诉讼监督面临的若干问题
第三节 建议和思考
第十五章 法律监督需要一部《法律监督法》
第一节 法律监督的提出，是我国检察制度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第二节 制定法律监督法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第三节 制定法律监督法的若干建议
第十六章 建构以镧约和监督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检察制度
第一节 制约和监督是中国检察制度的基本矛盾
第二节 制约和监督是中国检察学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以制约和监督为机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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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外，加强法律监督本身也表明了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的不同。
从正确行使检察权看，加强法律监督有利于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的诸多权力如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都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行使不当，不但
损害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而且必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带来损害。
加强法律监督，正是约束检察权，防止检察权滥用从而保障检察权正确行使的一种重要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法律监督具有对内性。
强调法律监督正是检察机关内在约束的需要。
同时，加强法律监督也是检察机关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完整实施的需要。
中国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完整实施
的需要，这是我国人民检察机关全部职责或根本义务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法律监督具有对外性。
检察机关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完整实施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检察追究。
这主要是通过检察权的行使，使触犯国家刑法且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人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
这是检察机关通常的追诉职能。
另一种是法律监督。
这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法律监督手段的行使，发现和纠正国家机关即公权违法行使职权的工作。
加强法律监督，既要通过正确追究刑事责任来体现，更需要发现和纠正公权的违法行为来实现。
如果只有检察追究，没有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就会变成追究机关，我国人民检察院保障宪法和法律完
整统一实施的功能就会受到大大影响。
 不仅如此，从预防、纠正和追究的关系看，法律监督权的意义更大。
法律监督是预防和纠正，预防和纠正如果能够真正有效普遍地发挥作用，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减
少追究。
加大监督，就是要加大对权力行使的预防和纠正，防止权力的腐败。
而权力腐败和滥用的减少，也就意味着追究的减少，从而由于权力腐败造成的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害就
可大大降低。
同时，监督中所体现的预防和纠正能够有效减少犯罪，而追究所体现的惩罚并不能充分实现这一目标
。
正如英国学者格拉海姆所说：“破案、定罪无法遏制大多数罪犯重新犯罪。
”“即使不断改变警务工作的方法，警察也无法降低犯罪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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