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诉权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诉权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1839756

10位ISBN编号：7511839754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马秀卿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诉权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内容概要

《公诉权的法律社会学研究》首先研读和详析了国外某些权威社会学者和法社会学家的有关论述、思
想和观点；阐述了公诉权与法律社会学结缘的价值；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公诉权的产生、发展与不同
时期社会变革共生共荣的历程，最后，特别展望了我国公诉权存续的社会基础和如何完善公诉权的建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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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秀卿，现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兼任山西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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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社会学理论研究公诉权的意义 一、明确公诉权服务的对象——社会 二、厘清公诉权产生、发展和
发达的动因——社会需要 三、揭示公诉权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四、为公诉权研究提供更为现实的
思路 第二章公诉权产生的社会机缘 第一节刑事纠纷的复杂化 一、古罗马的“公犯之诉” 二、古雅典
的关于侵犯国家利益的诉讼 三、古代中国的“官纠举”刑事起诉制度 四、古日尔曼、古代英国的国
家追诉犯罪 第二节纠纷解决的经济性要求 一、私人追诉刑事犯罪的经济弊端 二、对刑事追诉进行经
济学分析的现实性 三、以公诉权追究犯罪的经济优势之分析 第三节纠纷解决的伦理正当性要求 一、
伦理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二、私力救济与伦理正当性的冲突 三、公诉权追究犯罪的伦理正当性 第四节
国家统治的变化 一、国家统治理论的发展 二、国家统治力量的增强 三、国家统治技术的纯熟 第三章
社会变迁中的公诉权 第一节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关系中的 公诉权 一、国家与社会的逻辑关系 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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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经济变迁中的公诉权 一、经济变迁在社会变迁中的基础作用 二、经济变迁对公诉权的影响 第四
章公诉权的社会价值 第一节价值、法的价值、公诉权的价值 一、价值 二、法的价值 三、公诉权的社
会价值 第二节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m 一、追究具体犯罪，安抚直接被害者 二、震慑一般社会成员，
恢复社会安全信心 三、彰显维护社会秩序决心，满足社会安全期待I】 第三节节约社会资源价值 一、
迅速终结追诉程序，减少社会资源消耗 二、公诉权科学整合追诉资源 三、平衡多种因素，合理分配
司法资源 第四节公诉权的理性价值 一、客观的追诉立场 二、理智的追诉手段 三、合理的追诉期限 第
五节实现社会正义价值 一、追诉犯罪，恢复实体正义 二、节制手段，实现程序正义 第五章公诉权的
功能 第一节功能、法律功能、公诉权的功能 一、社会学中的功能 二、法律功能 三、公诉权的功能 第
二节利益保护功能 一、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二、对被追诉人合法利益的保护 三、对国家利益、社会
公益的保护 第三节利益平衡功能 一、控制犯罪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二、公正追诉与节约
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 三、追诉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平衡 四、国家追诉权与被害人权利之间
的平衡 第四节权力制约功能 一、公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 二、公诉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第五节实现国家
刑罚权的程序启动、推进功能 一、国家刑罚权实现的特点 二、权力行使的程序性要求 三、公诉权对
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推进 第六章中国公诉权的社会基础 第一节传统的中国公诉制度 一、一般官吏
的犯罪纠举 二、监察机关对官吏犯罪的纠举 第二节传统中国公诉权的社会基础 一、有臣民，无公民
：崇拜、仰视权力，权利意识淡薄 二、礼治力量强大 三、社会价值取向：推崇整体和谐稳定 四、思
维特点：重具体个别，轻一般抽象 第七章变革的中国社会与公诉权 第一节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及公诉
权的现代化 一、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 二、近代中国公诉权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节公民精神的彰显、权
利意识的觉醒与公诉权 一、公民精神和权利意识在中国 二、公民精神的彰显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对公
诉权的影响 第三节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与公诉权 一、社会流动的加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
社会的转变 二、要求与挑战：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中的公诉权 第四节社会分层的现实、机会
平等的要求与公诉权 一、分层的社会现实 二、机会平等的要求 三、社会分层、机会平等对公诉权的
要求 第五节发展的和谐观念与公诉权 一、和谐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二、和谐观念的变化、发展对公诉
权的新要求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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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
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问题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
”从这种意义上讲，犯罪是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的，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
。
犯罪因国家的宣告而由此产生。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在最初的国家中，犯罪行为与民事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清楚的划分，只是随着国
家权力的加强，犯罪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
日本刑法学家大冢仁指出：“刑法上规定的行为有政治色彩，国家把某些行为定为犯罪的行为原本就
具有政治色彩。
”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国家产生以后，统治阶级正是基于对某些行为阶级反抗性的新判断，才将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并
以国家权力介入对这些行为的惩罚。
刑事诉讼由此产生。
然而，随着对犯罪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由私人自行指控、追诉犯罪的诉讼模式，已明显不能满足国
家对这些行为进行打击、惩罚的需要。
在那样的刑事诉讼中，很多纠纷只被视为私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其犯罪行为对统治秩序的反抗本质被
掩盖。
因此，国家需要以更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对犯罪的追究过程中，一方面保证国家刑罚权的切实实现，另
一方面，更是国家维护统治秩序的决心和实力的彰显和强化。
 2.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除政治阶级本质外，犯罪的社会本质是对社会的危害性。
这种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为犯罪行为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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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诉权的法律社会学研究》选题新颖独到，填补了高层次研究公诉权与法社会学交融的空白，拓展
了公诉权学术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必将起到对公诉权研究的深度挖掘和引领作用，并助力于检察
工作的进一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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