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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4月，经过单位推荐和人大任命等法定程序，我担任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挂职副检
察长，主管调研工作。
任职不久，即开始组织申请当年度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在高检院领导和检察理论研究所同仁们的支持下，海淀检察院顺利获得了《检察学的基本范畴》这个
重点课题。
当初这个课题因为其理论性强、研究难度大而几乎无人申请，而我牵头去拿这个课题，并非是我勇挑
重担、敢于攻坚克难，而纯粹是应了“无知者无畏”的说法。
虽然我常常戏言，我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学习法律、研究法律、教授法律，但对于检察学我完全是门外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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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学的基本范畴》共分六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研究检察学基本范畴的构成以及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域内外检察理论和检察学研
究状况；可课题研究目标与方法。
第二章本体论，以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权为核心，探讨检察权的性质、内容、功能，以及法律监督
权与各项集体检察职能的关系。
第三章主体论，研究检查权主体的归属、设置和最新发展。
第四章运行论，重点关注检察权的行使与制约。
第五章发展论，立足中国检查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背景，确立中国检察改革的路径和方式。
第六章为附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检察学的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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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建平，男，汉族，1963年12月出生，浙江桐庐人，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3年考
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1984年留学法国，1985年获法国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3月获法国法学博
士学位，1988年回国参加工作，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1996年获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得北京市五四奖章，2004年当选中国法学会第四
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出版著作、译作近30种，代表作为：《刑事政策与刑法》、《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刑事政策学
》、《中国刑事政策研究》、《新刑法理论》、《比较犯罪学》等，在国内外发表文章200余篇。
　　学术兼职有：国际刑法学协会执行委员、副秘书长，国际犯罪学会理事，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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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绪论一、基本概念之界定（一）范畴及范畴体系的发展与构建（二）检察学基本范畴的构
成二、研究状况（一）域内研究状况（二）域外研究状况三、研究目标（一）确定检察学的研究对象
和研究范围（二）构建检察学的学科体系四、研究方法（一）哲学分析方法（二）语义分析方法（三
）历史分析方法（四）比较分析方法（五）价值分析方法（六）逻辑分析方法第二章 本体论——国家
权力结构中的检察权一、检察权的性质（一）关于检察权性质的争论（二）对各种观点的分析与评价
（三）法律监督权：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二、检察权的内容（一）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权（二）大
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权（三）我国检察权的基本内容三、检察权的功能（一）指控犯罪：检察权的本位
性功能（二）保障民权：检察权的目的性功能（三）制约权力：检察权的本源性功能（四）守护法律
：检察权的本质性功能四、法律监督权与各项具体检察职能的关系（一）职务犯罪侦查与法律监督（
二）审查逮捕与法律监督（三）公诉与法律监督（四）民事行政检察与法律监督第三章 主体论——行
使检察权的机关或个人一、检察权主体的归属（一）理论争议——应然的主体（二）立法规定——实
然的主体二、检察权主体的设置（一）纵向设置——内部关系（二）横向设置——外部关系三、检察
权主体的新发展——主诉检察官（一）何谓主诉检察官（二）主诉检察官的职责（三）主诉检察官的
办案理念（四）对主诉检察官的监督制约（五）主诉检察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六）主诉检察官
制度改革的深化第四章 运行论——检察权的行使与制约一、检察权的行使原则（一）独立行使检察权
原则（二）检察一体原则（三）客观公正原则二、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一）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之
内涵（二）对检察权监督制约的必要性（三）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域外考察（四）检察权监督制约
机制的基本模式（五）我国现行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的体系构架（六）我国检察权的内部监督制约机
制及其完善（七）我国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及其完善第五章 发展论——检察权的优化配置一、
检察权的配置现状（一）域外视野中的检察体制权力配置（二）当前我国检察系统的权力配置二、当
代中国的检察改革（一）检察改革的指导思想与现实意义（二）改革的原则与目标（三）检察改革的
重点和难点（四）检察改革的路径和方式第六章 附论——当代俄罗斯检察学的基本范畴一、对当代俄
罗斯检察学的历史考察（一）沙皇俄国时期俄罗斯检察制度的创制（二）沙皇俄国时期俄罗斯检察制
度的发展（三）沙皇俄国时期检察制度的立法规范化二、对当代俄罗斯检察学的现状考察（一）当代
俄罗斯检察立法与体制的演变（二）当代俄罗斯检察学理论的基本状况三、当代俄罗斯检察学基本范
畴理论（一）对俄罗斯检察学基本范畴问题的探讨（二）当代俄罗斯检察学理论的基石范畴——法律
监督（三）当代俄罗斯检察学理论的基础范畴——检察权（四）当代俄罗斯检察学理论的基底范畴—
—检察官与检察机关及检察原则、检察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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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本书的观点　　在对我国学者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时，可以发现，由于研究方法的单一、
贫乏以及尚未形成统一话语，导致我国在建立系统、完整的范畴体系的研究上，还存在很大不足。
　　在研究检察学基本范畴及范畴体系时，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三点是：第一，一个学科确定范畴
的方式和这个学科的方法紧密联系。
第二，一个学科确定范畴或方法的路径应当是多元的，虽然多元化会受到时空上的相对的限制。
第三，一个学科并非只能确定一个独一无二的范畴体系，而是可以发展出多样的范畴体系。
其次，我们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检察学基本范畴？
确立基本范畴的标准与原则是什么？
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基本范畴之间是否具有层级性？
学术界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与解释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理性、系统、科学的检察学学科体系。
　　我们在研究与解释这些问题时，首先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其次必须符合社会科学的最基本要
求，即具有有用性。
我们认为在对检察学范畴构成尚存在重大争论时，讨论检察学范畴的层级性以及确定哪个范畴是检察
学核心范畴，意义并不大。
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对检察权进行深入研究。
虽然学术界目前对检察权是否是检察学的核心范畴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检察权无疑
是检察学的基本范畴之一。
近年来，一些有影响的检察学专著都是以“检察权研究”命名的，例如，张智辉的《检察权研究》、
石少侠的《检察权要论》、洪浩的《检察权论》、邓思清的《检察权研究》等。
可见，检察权范畴在检察学范畴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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