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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项探索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民事行政公诉论：检察机关》论点鲜明突出，论证角度
新颖，论据确实充分，论证过程严密。
尤其是注意着力从宪政体制出发论证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定位，论证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与检
察监督的关系，论证民事行政公诉的现实需求和法理基础，开展民事行政公诉的历史比较和中外比较
，论证社会公益的界定方式和具体范围，论证民事行政公诉的具体程序设计，论证民事行政公诉案件
裁判结案方式的科学构建，为立法修改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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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序言二引言一、国内法学界研究现状及其评价二、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三、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四
、研究难点与研究思路第一章  民事行政公诉概论第一节  民事行政公诉的概念和特征一、民事行政公
诉的概念二、民事行政公诉的特征三、民事行政公诉的本质四、民事行政公诉制度的研究价值第二节 
概念辨析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称谓辨析二、民事行政公诉的本质属性三、合并研究民事
公诉与行政公诉的考量因素第二章  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优化职能配置的现实意义——实践
论第一节  坚持、遵循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一、司法规律迫切呼唤着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
政公诉权能二、科学构建调控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法制网络需要第二节  解决司法基本矛盾、
满足群众司法需求的需要一、适应政府职能换位、司法间接管理功能扩张的要求二、解决起诉主体缺
位导致无法启动程序问题的必由之路三、健全公益司法保障体系，满足群众司法需求的必要条件第三
节  维护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健全司法制度的客观需要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必要手
段二、建立健全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客观需要第四节  新时期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
客观要求一、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二、维护公序良俗，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的重要手段第五节  适应“入世”形势，捍卫国家民族社会公益的需要一、适应“入世”后法律
制度上层建筑迅速变革形势的必然要求二、顺应反腐败斗争形势，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必备手段第六
节  完善诉讼制度，健全检察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现实需要一、完善诉讼程序制度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
二、健全检察制度，完善法律体系的现实需要第三章  民事行政公诉司法职能优化配置的法理基础—
—法理论第一节  概论一、关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法理基础的学说和观点二、我们的主要观
点第二节  法律监督职能为民事行政公诉提供了根本性法理根据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内涵二
、权力分工视野下的检察权能三、公益保护视野下的检察权能第三节  诉讼适格理论一、当事人适格
问题的判断标准二、诉讼信托理论内涵的阐释三、关于诉讼信托理论内在合理性的辨析四、诉讼信托
理论的实践价值第四节  二元诉权学说一、二元诉权学说的产生及影响二、二元诉权学说的现实价值
第四章  民事行政公诉司法职能优化配置的比较借鉴第一节  域外公益诉讼的起源和发展一、源起及其
特色二、域外公益诉讼制度的起源对近代检察机关公诉职能的影响第二节  法国立法模式一、法国检
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的诞生二、法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特色第三节  苏俄模式一、沙俄和苏联
时期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情况二、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情况第四节  英国模式一、英
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概述二、英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或启动司法审查程序的制度第五节 
美国模式一、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与检察官提起民事诉讼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与检察官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节  德国模式一、德国检察机关体制概述二、检察官参与或提起民事诉讼职能的历史演变三、德
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第七节  日本模式一、日本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特色二、日本民事实体法和诉讼
法的特色规定三、日本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第八节  印度模式一、印度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特色二、印
度公益诉讼主要特色的参考借鉴第九节  主要启示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必然性二、检察
机关民事行政公诉制度体现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发展趋势
第五章  我国传统的监督理论为本土资源提供了历史合理性依据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职能配置立法模式一、清朝末期二、中华民国时期检察官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制度三、肃政厅在平
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制度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职能配置立法五、近代历史小结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立法和实践一、立法文件方面的继承发展二、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实践状况三、否定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缘起和表现第三节  我国传统
的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的民事行政监督理论一、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适格代表者二、
当今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同检察机关的公益性诉权第六章  关于民事行政公诉问题的商榷与实证
研究第一节  商榷研究一、关于检察机关无暇顾及或难以胜任民事行政监督的观点之商榷二、关于民
事行政公诉破坏等腰三角形结构观点之商榷三、关于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没有优越性的观点之
商榷四、关于对检察机关民行公诉权侵犯审判权观点之商榷五、关于民事行政公诉影响意思自治和双
方平等观点之商榷六、关于检察机关最不适宜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观点之商榷七、关于国外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制度是伪命题的观点之商榷八、关于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存在操作难题的观点之商榷第
二节  实证研究一、社会各方面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或公益诉讼的态度揭示二、地方检察机关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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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提起民事诉讼的具体实践三、典型案例第七章  民事行政公诉司法职能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案第一节  
优化配置进路一、地方会签文件——下策二、“两高”联合解释——中策三、立法完善——上策第二
节  专家学者关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修改建议稿内容一、专家学者提出的主要修改建议稿
二、我们的总体评价和剖析三、民事行政公诉权能科学配置的评定标准和分则阐述第八章  诉讼主体
的优化配置——主体论第一节  明确采纳四元或三元主体模式一、民事行政公诉与其他公益诉讼主体
配置概述二、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设置——四元主体思路三、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设置——三元
主体思路第二节  妥善处理民事行政公诉与其他主体提起诉讼的关系一、轻重主辅与起诉顺位之权衡
二、确立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补充性地位的主要论据三、矛盾与协调第三节  确立检察机关独立起
诉为主、联合起诉为辅的体制一、现代国家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主要方式二、我国司法实践中检
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主要方式三、确立检察机关独立起诉为主体、联合起诉为补充的体制第四节  
明确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行政公诉中的地位一、对主要学术观点的评论二、我们的研究观点和主张第
五节  民事行政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问题一、民事行政公诉被告人的设定二、关于检察机关能否成为
公益诉讼被告的问题第九章  关于起诉范围的优化配置——客体论第一节  绪论一、学理阐释二、公共
利益的具体构成三、公共利益保护的相对性第二节  具体列举方式一、检察机关民事公诉的案件范围
二、行政公诉案件的范围三、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专属管辖的案件范围第三节  兜底概括方式一、
保留兜底概括方式的必要性二、兜底概括方式规定的具体方法和范围第四节  但书除外方式一、国家
行为二、不真正或不纯粹的变态“公共利益”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第十章  起诉程序的
优化配置——程序论第一节  时效和管辖制度的优化设置一、关于民事行政公诉案件诉讼时效制度适
用空间的探讨二、民事行政公诉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特殊性三、级别管辖的合理设置四、地域管辖的
合理设置第二节  诉讼请求种类的优化设置一、民事公诉案件的诉求种类二、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案件
可以提出的诉求种类三、其他相关特殊问题第三节  举证责任的优化设置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
公诉时的调查取证权二、民事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规则三、行政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第四节  结
案方式配置的优化一、民事公诉结案方式二、行政公诉结案方式第五节  建立健全配套机制一、健全
公益诉讼物质激励机制二、建立健全滥诉控制机制三、确立有限的司法能动主义和不得拒绝审判规则
四、公益诉讼裁判效力的扩张化问题第十一章  建议论一、总体思路选择二、具体立法构建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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