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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实践与反思》以一种相对客观而理性的视角审视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历
语境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反思，最终提出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再实践路径和方法，具有广泛的积极
意义。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实践与反思》回应了迫切的现实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职务犯罪尤其具有其严重性和危险性。
因此，需要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处和预防工作。
随着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的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更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
而职务犯罪侦查的相关理论也有待进一步检验和更新。
这就需要广大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及时予以研究，提炼和升华有益经验，解释和解决现实困境。
寻找职务犯罪侦查的可行途径和方式，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实践与反思》以“职务犯罪侦查机制”为主题，集中而系统地反映并回答了职
务犯罪的基本问题以及热点与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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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职务犯罪侦查主体的培养及退出（以培养具备出色侦查技能为目的）。
检察机关一般都是用“师傅带徒弟”、“以案带训”的模式来培养新进侦查人员的侦查技能，一般新
进人员都要经过3年至5年的时间才能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熟练各项侦查技能，且侦查技能的不断掌握
、熟练乃至在某一方面有成为专家型人才的潜质则不仅需要自身的勤奋努力和刻苦钻研，更需要领导
的关心督促以及骨干力量的悉心指点。
换言之，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尚缺乏一个刚性的培养机制来促进人才掌握侦查技能。
　　同时，目前我们也没有一个刚性的淘汰机制来促使不适应侦查实践的人员退出。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对新进人员的培养及退出的刚性机制仍未建立，人员的培养及退出主要还是依赖
于领导的非刚性整体把握。
　　上述情况导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侦查人才的流失，这主要体现在：优秀侦查人才一旦晋升，就往
往会脱离侦查工作；晋升之后担任职侦工作的领导职务，但不从事一线侦查工作，仅负责宏观把握；
晋升之后虽从事一线侦查工作，但只发挥了其侦查策划方面的侦查技能，其他如审讯、取证等优秀技
能被浪费。
　　（6）职务犯罪侦查主体的激励。
由于目前职务侦查部门人员的工资及其他待遇的提高与其行政级别相对应，行政级别分领导职务和非
领导职务，在现有的机制之下，领导职务相对于其他在技能方面突出的侦查骨干或者专家型人才来说
更能体现个人价值，也更能获得好的待遇及社会认同，所以侦查人才同我国其他行政人员一样其个人
价值的体现是较为单一的，即获得不需要从事一线侦查工作的领导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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