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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审判权”和“检察权”的表述，并没有“侦查权”一词。
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
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而在有关侦查权的行使和内容等方面，均使用“侦查”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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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君，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迄今出版专著2部，译著2部，发表论文50余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独立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司法部、上海市“浦江人才”、美国福特基金会等多项科研项目。
2006-2007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洪堡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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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侦查权运行要素之一：侦查权的主体　　第一节 侦查权主体的身份界定　　一、公安机
关和检察机关是侦查权的主体　　主体是一个哲学的范畴。
“严格说来，主体（subjekt）是一个近代哲学产生的特定概念，它来自拉丁文‘subjectum’，意为‘
在底下的东西’。
古代哲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用‘subjectum’这个词来翻译希腊文‘hypokeime—non’一词，这个词在亚
里士多德那里意为一切性质、变化或状况的载体，实际上是‘基础’或‘实体’的意思。
从17世纪近代哲学产生开始，‘主体’一词渐渐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意思。
它表示意识的统一，即奠定一切感觉、一切知觉、一切思维（知性、理性）和意志基础的东西。
因此，‘主体’一词常常被用作‘自我’或‘我’的同义词，表示心理学及认识论意义上的、与对象
或客体相对的‘个人’，他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行动的主体。
”而在刑事诉讼领域，所谓侦查权的主体，即指享有侦查权的个人或机构。
　　世界各国，关于侦查权的主体身份，基本上都赋予警察和检察官。
比如德国，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要侦查犯罪行为，作出所有不允许延
误的决定，以避免产生调查案件真相困难。
”德国的检察官被称为“侦查程序的主宰者”，在犯罪侦查程序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检察官通过告发或其他途径了解到有犯罪嫌疑者，应查明案件情况，以
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检察院不仅要侦查证明有罪的，而且还要侦查证明无罪的情况，并且负责提取有丧失之虞的证据。
该法第161条同时规定，为了侦查的需要，检察官可以要求所有的公共机关部门提供情况，自行或者通
过警察机构部门进行任何种类的侦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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