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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是我为学、从事司法实务的一贯追求。
我1981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至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这两所大学学习法
律10年，毕业后到法律实务部门工作。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十几年来，主要从事涉及检察工作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的起草以及相关立法
研究、检察业务工作调研等工作。
我虽然在大学学习法律10年，但更多地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自认为是一个法律实务工作者，自当“
讷于言，敏于行”，力求在实务工作中认真学习，通过学习促进工作。
在繁忙的检察业务工作及行政事务之余，面对工作中的疑难和争议问题，就检察制度、司法制度、司
法实务及法律适用撰写了一些文章，主持编写了一系列法律适用指导方面的书籍。
检察制度是司法制度中最具争议的制度，各国法学、司法实务界概莫能外。
正是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多样性及中国检察制度的特殊性，激发我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工作中积累了一批成果。
现将这些研究和工作成果汇成本书，力图通过研究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一般原理，从现实出发客观理
性地认识我国检察制度的属性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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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动因在于权力的制衡。
在司法领域，检察官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制约法官的专断，防止法官集控诉与审判职能于一身，以新的
权力——检察权来制约法官的专断，检察制度是在权力制衡的理念中孕育而生的。
　　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基础是诉讼模式的演进。
随着人们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深化，犯罪不再仅是对受害人的侵害，更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侵害，追究犯
罪应当主要是国家的责任。
诉讼模式由纠问式向现代控诉模式演进，检察官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者，承担追诉犯罪、维护
司法公正的职责，使法官成为单纯中立的裁判者，而不再扮演追诉者的角色。
    　　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价值基础是国家追诉主义的孕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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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国庆，1988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
位。
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高级榆察官、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
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曾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1991年以来，主要从事司法解释、司法改革研究、相关立法研究和专题调研等工作。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草、具体组织起草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文件，包括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贪
污贿赂、渎职和有关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以及检察文书格式等。

    主要研究方向：法学理论、刑事法、司法制度及司法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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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检察制度基本属性第一节检察学研究一、检察学的学科问题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人类认识
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同时也使得学科的划分愈来愈细、学科门类日益增多，传统的学科界限
不断被打破，兴起了大量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学科等。
同时，学科之间的融合、调整也不断加强，或者是单学科向多学科转变，或者是多学科向综合学科转
变。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莫不如此。
这些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也反映在法学及检察学研究领域。
法学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和知识体系，尤其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近代逐渐形成的。
19世纪欧洲大陆分析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作为独立学科的法学的出现。
随着法学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特别是随着立法发展成为广泛而复杂的整体以及法律部门的出现，
法学的分科出现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检察制度日趋发展以至成熟，以检察制度、检察活动、检察工作等为研究对象的理
论成果愈来愈多，也出现了相关的专业性学术团体，检察理论的学科框架逐步确立，检察学研究呈现
出繁荣发展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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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制度原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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