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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检察院检察权检察官研究》是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承担的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立
项课题。
该立项课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的信任和重托。
课题立项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马勇霞非常重视，要求课题组认真按照最高人民检
察院理论研究所的要求高质量完成任务，不辜负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的厚望。
项目主持人、省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贾志鸿根据马勇霞检察长指示狠抓落实，亲自主持课题论证，
对调研时间、目的、任务、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
然后，又集中课题组的同志进行封闭写作，经过多次反复调研后，形成了30万字的初稿。
2008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哈尔滨召开的纪念检察机关重建30周年会上，我们将部分阶段性调研成
果在大会上向高检院领导和与会代表作了汇报，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学术界的肯首。
《人民检察》2008年第16期也摘登了该课题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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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院检察权检察官研究》是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承担的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立
项课题。
当前，我国检察理论研究日趋繁荣，形成了全国性的研究组织和团体，有一支稳定的专门从事检察学
研究的学术队伍，检察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日益成熟。
但是检察学理论界对检察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各异，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
基于建构检察学理论体系的需要，编者将对三十年来检察理论研究的主题进行实证的研究，即分析三
十年来发表在我国法学核心期刊的检察理论论文的主题，总结分析三十年来检察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从中得出检察学研究的主要范畴，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检察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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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议行合一体制的具体表现是：首先，人民代表大会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构成了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和各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完整体系。
在全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国家大事，制定法律和重要制度；在地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
议本地区的一切重大事务。
其次，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并监督这些国家机关的工作，国家
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均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些国家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接受人民
代表大会的监督，保障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的贯彻实施。
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的高度统一，保证了国家权力的集中行使，使真
正成为权威的“议行合一”的立法机关和工作机构，从而大大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力量。
最后，人大代表有权监督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实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维护这些法律和
决议的尊严，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人民贯彻实施这些法律和决议。
　　“议行合一”体制有办事效率高的效应，因为权力结构上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全国人大，其他
三个机构是派生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
免很多牵扯。
”然而，也应当承认“议行合一”体制也存在先天的缺陷——无法及时弥补或修正决策、政策性的不
足。
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另一方面又过多地受整个政治体制的牵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
总体而言，全国人大制约着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而后者无权对全国人大进行相应的或交叉性的制约。
管理权与责任主要集中于全国人大，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只有部分管理权与责任，权力不交叉，各自
本身又是一个权力主体。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检察院检察权检察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