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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检察制度一栏中，收入了王人博教授的《中国宪政与中国检察》、赵晓耕教授的《新中国检察制度的
形成扣发展》和单民教授、种松志检察长的《新中国检察工作的经验教训》三篇研究报告。
这三篇研究报告都是从制度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检察制度的，但又各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所得。
《中国宪政与中国检察》报告中，是将检察制度作为宪政构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以1949&mdash;&mdash;1978年间中国宪政制度的演进过程为背景进行研究和考察的，在关注检察制度
本身的同时，研究者更关注其所依存的时代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促使检察制度形成今
天的样貌，研究场景宏大壮阔。
《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则聚焦于建国后至今检察制度本身的创建及发展，收集了大量的一
手资料，力图通过对资料的梳理准确描述出检察制度发展的各个时期，并时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成败
与得失及发展方向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学者的执著与努力可见一斑。
《新中国检察工作的经验教训》是由检察机关的专家完成的，以检察工作为切入点，运用大量检察机
关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珍贵史料，对检察工作及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不仅注重总结经验
，更注重总结教训，关注的是检察工作的实际成效，饱含对检察事业的一腔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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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检察（第17卷）》收录的是2007年结题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报告中的优秀成果
。
按照课题的内容，共分为检察制度、检察体制、检察工作机制和域外检察四个栏目。
检察制度一栏中，收入了王人博教授的《中国宪政与中国检察》、赵晓耕教授的《新中国检察制度的
形成扣发展》和单民教授、种松志检察长的《新中国检察工作的经验教训》三篇研究报告。
检察体制一直是检察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专门检察体制则是其中一个特殊问题，铁路检察
体制更有其特定的问题及发展要求。
检察工作机制一栏中收入的五篇报告，分别涉及宏观政策的运用、微观制度的构建、具体法律监督职
权的行使和检察工作的全面管理等内容，有学者的贡献，有检察官的努力，都是2007年结题的研究报
告中的优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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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辉，男，陕西武功县人，1954年10月生。
法学博士，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享有者。
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刑事法杂志》主编，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刑
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ldquo;百千万&rdquo;高层次人才培
养工程带教导师，中国检察官协会秘书长，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秘书长，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
会委员，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国际刑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职务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学术成果主要有：个人专著7部，主编、参编、参加翻译学术著作五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各
类科研成果奖16次。
主要代表作有：《国际刑法通论》、《刑事责任通论》、 《犯罪学》、《理性地对待犯罪》，《刑法
改革的价值取向》、《法律监督三辨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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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组织法》的出台五、宪政时代的中国检察结语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前言一、新中国
检察制度的建立二、新中国检察监督的争论与转变三、新中国检察制度的中断四、新中国检察制度的
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检察工作的经验教训引言：研究维度、路径和方法一、检察（官）制度及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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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新中国检察工作的经验教训检察体制铁路专门检察体制研究一、我国现行铁路专门检察体制改革
的必要性二、铁路专门检察体制改革的根据三、铁路专门检察体制改革的具体设想检察一体化中的权
力制约引言一、检察一体化概述二、检察一体化中权力制约的基本内容三、我国检察一体化中权力制
约的现状分析四、我国检察一体化中权力制约机制的重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研究一、死刑复核法
律监督的法理基础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现实必要性三、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当前面临的困境四、死
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和完善五、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任务和原则六、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主体和客体七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启动八、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主要方式和措施职务犯罪侦查权合理配置研究一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性质及其配置原则二、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模式分析三、实现职务犯罪侦查
权合理配置的对策检察工作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一、刑事一体化视角下
的&ldquo;宽严相济&rdquo;刑事政策之诠释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运用的原则三、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与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运用五、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与公诉制度改革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监督权的实现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机关
办案机制的更替检察业务、队伍和信息化&ldquo;三位一体&rdquo;机制研究一、检察机关&ldquo;三位
一体&rdquo;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二、检察机关&ldquo;三位一体&rdquo;机制建设的价值蕴涵三、&ldquo;
三位一体&rdquo;机制的内涵分析四、检察机关&ldquo;三位一体&rdquo;机制建设现状考察五、检察机
关&ldquo;三位一体&rdquo;机制建设的完善构想六、&ldquo;三位一体&rdquo;机制建设应处理好的八大
关系七、&ldquo;三位一体&rdquo;机制建设的前提条件、方法及步骤域外检察中外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一、概述二、国外检察制度比较三、国外检察制度近期改革研究四、我国检察制度的基本特点五、我
国检察机关职能的完善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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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刘锦藻所述，在清末宪政改革以前，中国是没有独立的检察机关的；检察机关、乃至整个近代意义
上的司法系统，都是宪政改革的产物。
从1906年始，清政府开始陆续颁布《大理院审判编制法》（1906）、《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
》（1907）、《法院编制法》（1909）、《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章程》（1910）等法规，将传统的中
央官制的&ldquo;三法司&rdquo;&mdash;&mdash;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依照&ldquo;三权分立&rdquo;
的原则，改造成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近代司法体制，即法部、法院、检察厅。
规定刑部改法部，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大理寺改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构；同时，自上而下分设高
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
在各审判机构内分别相应设置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任命检察长一人、
检察员若干，专责指挥司法警察，收集证据，提起公诉，监督判决及其执行情况。
经过如此改革，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的都察院（明代以前称御史台），实际上将原有的稽察、监督诉
讼审判的大部分职能划给了检察厅，而将&ldquo;风闻奏事&rdquo;、纠察行政缺失的内容保留下来，
演变为监察部门。
由是，&ldquo;中国近代监察与检察的概念区分从此开始&rdquo;。
其后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也都沿袭了这个格局：都察院改为监察部，负责行政监督；检察院即实
行以公诉职能为核心的司法监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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