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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某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
自身状况、公共利益以及相关刑事政策等因素的全面考虑，设立一定的考验期，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
予起诉，期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对其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属于审判前程序中的起诉
裁量权问题。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尚未对暂缓起诉制度加以规定，但学界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建议中多提出要
增加有关暂缓起诉或日附条件不起诉的条文，①有的学者在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问题”
中进行论述，②学术研讨中对暂缓起诉问题亦颇为关注。
我国司法实务中又有实践积累。
显而易见，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暂缓起诉问题进行深入梳理，力争在未来立法上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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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暂缓起诉制度研究》主要对暂缓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暂缓起诉的立法、
司法和研究状况；暂缓起诉在我国的发展运作状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引入暂缓起
诉的尝试；暂缓起诉的制度构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某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公共利益
以及相关刑事政策等因素的全面考虑，设立一定的考验期，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期满后再根
据具体情况，对其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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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我国实行暂缓起诉制度，自然也能通过分流一部分案件而起到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
我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一论断揭示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面临司法资源的投入问题尤其突出，而当前一段时期的
社会矛盾又日益复杂突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是否正当其时，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在论证这个问题时，诉讼经济不应是惟一的理由，而应结合公正来谈，不过，由于前文从刑罚观念的
转变角度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此处就不再赘述。
　　在论及诉讼经济问题时，有必要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两个角度来分析，既从组织又从个人角度
，才能立体地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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