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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问题的研究，历来十分热烈。
与此相适应，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ldquo;中国检察监督政治性与司法性研究&rdquo;这个选题论证中国检察法律监督的必然性；揭示中
国检察法律监督的科学性；夯实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理论性。
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这类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研究，在为检察改革准备制度设计的同时，提供扎实
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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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咨
询委员会委员。
1999年获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02年获上海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4年入选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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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刑事诉讼法学(上、下)》获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
在《中国法学》、《法学》、《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等法学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多篇被中田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诉讼法学》、《新华文摘》、《高校
文科学报文摘》转载。
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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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法治与控权 从宪政思想的梳理中，我们已经隐约感受到宪法和法律至上是控制权力
的形式性要求。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宪法和法律当中体现的法治模式是近现代政治运作制度化的必然要求。
法治的制度化功能则为控制权力、塑造秩序提供了可能和方便。
 1.人的本质与自由的实现 西方人类文化哲学大师恩斯特·卡西尔从人与动物的比较当中，论证了人的
本质。
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是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界的，人与动物
的这种区别，实质上就是“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
用歌德的一句名言来说，就足：“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仿佛可能的东西
那样来处理”，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
进，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可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
上述这种区别的秘密正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所以能创造出他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
”；而动物却只能按照物理世界给予它的各种“信号”行事，所以始终不知何谓“理想”，何渭“可
能”。
从这一点出发，人在建构性的行为中，总是有着可能性的设计。
正是在不断的筹划和设计当中，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体现和强化，人的有限性得到了一丝的缓解和削
减，人性的伸展在这里得到实现。
人性的伸展与自由是什么关系呢？
“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已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
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
”可见自由就是在人性伸展层面不受障碍的状态。
人性的伸展和自由的实现必定需要理想的条件，其中社会秩序的建构正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
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合于生存的秩序形式。
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绝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或违背自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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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检察监督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研究》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这类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研究，在为
检察改革准备制度设计的同时，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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