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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监督原论》这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参加撰写的作者有着不同的学习和研究背景，有着不同
的业务实践经历，通过共同研讨，互相交流文献资料，互相吸收研究养料，利用业余时间完成本书的
写作。
虽然本书在总体上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但每章内容都独立成篇，各章是由各位作者独立完成的，研究
者均力求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对相关内容进行尽量全面、细密的论证，凶而各章充分体现了研究者的个
人写作风格，在统稿时我们只是在观点明显冲突的地方略作调整，尽量保留了研究者的个人特色，没
有在形式上的文风和句法上细作要求。
当然，为求全书的完整性和每章的独立性相结合，本书的研究者仅篇章结构即集中研究了三次，又先
后四次集中对完成的稿件进行讨论，及时对写作思路进行修正和调整，并且在撰写过程中注意经常保
持互相交流的态势。
所以，本书的各章节是互相联系的，形成了一个趋于完整的法律监督基础理论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不仅注意纵向的史学论证，而且更注重横断面的分析研究，以便使读者能加深宏观印
象或择其一点探幽人微。
在叙述风格上，不是简单地撷取、堆砌和重复史料或既有观点，尽可能注意科学严谨的考证和阐述，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学术探讨，在宽松的研究氛围中展示学术观点与思想火花。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监督原论>>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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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助理审判员，中国
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北京市石景山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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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律监督导论　　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历经递衍变迁，自成一系，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
它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制衡理论基本原理和列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思想为指导，与中国人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结构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司法体制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批判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监督
文化和中华法系的优秀成分，虽然也吸收了外国的监督机制中有益的、合理的元素特别是苏联社会主
义检察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但无论理论体系还是具体内容上，都充分反映着中国特色的民族性色彩
、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自身的检察实践基础。
①不过，伴随着法律监督制度的起落兴衰，无论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还是法律监督制度基础理论
，甚至某些专用的名词概念，均缺乏统一、权威的解释，存在着很不一致的认识。
本章着重对法律监督的概念、内涵、性质、特征、功能等问题进行阐释，作为本书具体问题论证和理
论阐述的基础。
　　第一节　“法律监督”语词的源与流　　“法律监督”是检察基础理论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特
色检察制度的标志。
“立足现在，回溯历史，着眼于发展，面向未来”，②给法律监督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明晰法律监
督的内涵，是进行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
　　①虽然中国法律监督制度建构思想上曾受到苏联检察制度的影响，但在具体制度上始终保持了民
族的特性和中国的特点，与苏联的“最高监督”有很大区别，同西方的现代司法更是迥然相异。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反映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建构，如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法律监督体制，各级检察
长的产生实行选举而不是委任制，各级检察院的业务领导实行检察委员会合议制而不是实行一长制；
检察机关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而不是“
警检一体化”和“审判中心论”，以及把检察职务犯罪作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实行法律监督的重点等。
　　②中国检察理论的奠基人王桂五先生认为检察学研究可以归结为这四句话。
参见徐益初：“检察理论的开拓者——缅怀检察战线老前辈王桂五”，载孙谦、张智辉：《检察论丛
》（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l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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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监督原论》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历经递衍变迁，自成一系，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它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制衡理论基本原理和列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思想为指导，与中国人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结构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司法体制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法律监督原论》是目前唯一
系统阐述检察机关监督权的专著，理论体系完整，并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研
究探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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