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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视野中的司法改革》主要包括前言、论司法改革中的改革观、论司法改革中的检察权、检
察权类型的比较研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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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少侠，男，1952年8月生，辽宁庄河人，法学博士。
现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兼任
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
检察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委员等职。
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为商法学、经济法学、检察学。
出版专著、译著和主编、参编著作、教材等30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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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论司法改革中的改革观一、关于司法改革的合理性问题二、关于司法改革的合法性问题三、关于
司法改革的系统性问题四、关于司法改革的认识论问题五、关于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六、关于司法
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论司法改革中的检察权一、司法改革应当善待我国现行的检察权二、司法改革应
当坚持我国宪法对检察权本质属性的界定三、司法改革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检察权检察权类型的比
较研究——一个超越法系的分类视野一、狭义检察权：以公诉权的高度分散为特征二、中义检察权：
刑事诉讼的国家垄断三、广义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权结语：检察权类型研究的几点启
示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一、对检察权“行政权说”的质疑二、我国检
察权的基本属性应为法律监督权三、我国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一元论——对检察权权能的法律监督权解析一、对公诉权归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解析二、对职务犯罪侦
查权归属于法律监督权的阐释三、对侦查监督权归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解读·四、对审判监督权归属于
法律监督权的论证五、对执行监督权归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证成结语论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与中国的检
察制度一、重温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二、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建构与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三、中国检
察制度的“本土化”及对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发展四、正确认识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和中国的检察制
度检察理论研究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一、关于如何认识我国检察制度与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关系二、关
于如何认识检察监督与人大监督的关系三、关于如何认识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四、关于如何认
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五、关于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对民事检察若干问题的再
思考一、对民事检察必要性的再认识二、应当澄清的几个理论问题三、应当解决的几个实务问题司法
改革断想七篇一、世纪之交的法治关切二、认真对待我国的检察制度三、应当重视律师在审前程序中
的作用⋯⋯检察学：学科构建的必要与可能——兼谈检察学与其他学学科的关系浅谈检察学的性质，
特点与体系新时期法律职业教育之我见对新时期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几点思考略论司法官培训的个问
题检察教育培训必须树立三个意识论我国法律职业人员任职前培训制度的构建法律职业人员任职前培
训制度研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检察视野中的司法改革>>

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关于司法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区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在于司法体制改革是在法制基本健全的条件下进行的。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当时还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制度来规范它，因此经济方面的改革还少有突破
法律的问题。
而司法改革不同，由于司法权力是国家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以宪法、组织法和诉讼法等法
律对司法机关的组织与活动都做出了较为细密的规定，因此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可能涉及改革的合法
性问题。
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应当成为其他改革遵守法律的典范，如果连司法机关都无视法律规定，可以借改
革之名行违法之实，无疑将严重损害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权威。
有的学者指出：“我认为现在的法院改革和检察院的改革多少都有一点违宪之嫌。
有的法院改革，搞竞争上岗，结果把庭长免了。
一个审判员、一个庭长，法院内部是无权力让他下岗的。
只有同级人大把他免了，然后才有岗位，才有竞争上岗的问题。
像这种改革，实际上都是违背了宪法和组织法的，也违背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
”此外，还表现为检察权的随意让渡与扩张。
检察权作为一种法定的公权力，检察机关无权让渡，也无权扩张，必须严格依法行使检察权。
但在实践中，让渡或扩张权力的现象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在权力让渡方面，职务犯罪侦查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本来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然而不具有司法权、侦查权的行政监察机关却经常地查办职
务犯罪案件。
特别是宪法有明文规定，任何人未经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以及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但对非经法律
授权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检察机关同样采取了默认态度，这显然是对法律监督在人权保障职能
方面的一种偏废。
法律监督机关对这些违法行为的无能为力，无疑给否认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观点提供了根据。
在权力扩张方面，将预防职务犯罪纳入检察机关的职责范围即为一例。
预防职务犯罪本质上不是司法行为，而是行政行为，检察机关在发展中的一些非专业化或非职能化的
倾向，无疑又为检察权的“行政权说”作了注脚。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改革就是要全盘引进英美司法体制，甚至有人认为只要我国有的而外国没有
的就要取消它，并视之为与世界“接轨”。
学术观点，一家之言，说说而已，尚无大碍。
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基层司法机关改革热情有余而理性思考不足，竟然自行其是，将尚无定论的学术
观点直接付诸司法实践，有的违法地进行所谓“零口供”、“沉默权”、“辩诉交易”等于法无据的
改革试验；有的试点聘请律师担任公诉人，违法让渡公诉权；有的允许当事人自选法官，严重违反法
定的回避制度；有的无视审判委员会的法定职能，试行审判委员会直接办案，并称其为让审判委员会
“从幕后走向台前”；还有的搞所谓“立体出庭公诉”，让公诉人像港、英律师一样在法庭上来回走
动；等等。
凡此种种，均被名之为司法改革的举措。
对此，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这不是什么改革，实际上是在糟蹋改革，而糟蹋改革远不如不改革。
笔者并不是说改革不能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而是强调当改革要突破现行法律规定时必须首先修法，
以示对法律的尊重，至少也应当是先试点，然后再修法推广。
总之，司法机关更要注意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维护法律的尊严、司法的权威和法定的程序，绝不允许
以任何名义损害国家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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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视野中的司法改革》是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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