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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其一，具有系统性。
对法律监督基本原理的探讨，从系统论的视角进行整合性研究以及反思性研究，在理论界还不多见。
其二，具有鲜明的理论批判性和创新性。
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对法律监督基本原理的各领域论述中，同时还表现在法律监督基本原理的重新安排
与构架上。
其三，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法律监督基本原理虽属宏大叙事性题目，但本著作并没有停留在此层面进行原理性玄想，而是紧紧从
实践出发，从立法文本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因而使该研究具有扎实的现实基础、丰富的内容以及
雄辩的说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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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我国传统监督制度的“似”与“不似” 第二节法律监督内涵解读 一、“法律监督”与政治法
律理念 二、“法律监督”内涵分析框架及其理论意义 第二章法律监督职能原理 第一节检察职能的域
外考察 一、两大法系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二、两大法系国家刑罚权的程序问题与检察
职能 三、两大法系国家检察职能扩张趋势分析 第二节法律监督职能的演变 一、政策型时期检察机关
的职能 二、转型时期检察机关的职能 第三节法律监督职能演变规律探寻 一、职能定位：从同质走向
异质 二、执法标准：从粗放走向精密 三、价值追求：从效率偏向公正 第四节法律监督职能的属性 一
、法律监督职能的特殊性 二、法律监督职能的主导性 三、法律监督职能的有限性 四、法律监督职能
的有效性 五、法律监督职能的时代性 第三章法律监督约束原理 第一节检察权实体约束与不足 一、检
察官的专业化程度 二、解决合法与合理相冲突的机制 第二节检察权程序约束与不足 一、检察系统的
内部约束 二、检察系统的外部约束 三、检察权程序约束的特点与不足 四、克服检察权内部约束不足
的努力 第三节检察权约束的基础构建 一、重视检察官的职业化建设 二、重视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三、重视社会性力量的参与 第四章法律监督运行原理 第一节职能实现的场域、途径和方法（一） 一
、职务犯罪侦查 二、审查逮捕 三、审查起诉 第二节职能实现的场域、途径和方法（二） 一、刑事立
案监督 二、侦查活动监督 三、刑事审判监督 四、刑罚执行监督 第三节职能实现的场域、途径和方法
（三） 一、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法律规定及特点 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根据——兼评对民事
行政检察 制度的质疑 三、国外民事行政检察制度考察 四、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存在的问题 五、完
善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建议 第四节职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二、客观义务原则 第五
章法律监督组织原理 第一节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 一、检察机关组织体制的概念及设置原则 二、我国
检察机关组织体制的设置 三、我国检察官制度 四、我国检察机关组织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方向 第二节
检察委员会的科学决策机制 一、我国检委会作为业务决策机构的现状与冲突 二、检委会科学决策机
制建设的思考 第三节“独立行使检察权”与“检察一体” 一、“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基本内涵 二、
“检察一体”的基本内涵 第六章法律监督管理原理 第一节检察机关管理科学化的内涵解读 一、现代
管理思想综述与渊源 二、检察机关管理科学化的实践与探索 三、管理科学化的内涵分析 第二节检察
机关探索管理科学化途径的思考 一、执法办案基础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制约化 二、检察机关的
目标管理 三、法律监督主体的管理 四、检察机关管理的内部和外部评价 五、信息化的基础作用 第三
节检察机关管理科学化面临的八大挑战 一、检察机关基础管理构建的科学化 二、科层官僚制体系与
执法办案扁平化模式 三、网络信息环境下检察机关管理的科学化 四、检察文化建设如何应对各种冲
击 五、检察机关评价体系的科学化 六、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如何管理才能实现自我超越发展 七、检察
管理如何适应司法民主的大趋势 八、增强应对检察工作新形势、新问题的管理同步意识 余论 一、优
化检警关系与审前程序构造 二、优化检察权的制度约束 三、完善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相对独立的体制
模式 四、架构司法信息化建设的公共网络平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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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总的来说，在列宁与苏联的“思想与实践”中的检察机关，其基本定位是国家的监督机关
，与“一般监督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换言之，列宁与苏联的“思想与实践”中所蕴含的政治法律理念，其实质就是能够将苏联共产党中央
的意志无差别地贯彻到全国各基层单位、地方及每一个人的“一般监督”，而我们则使用“法律监督
”这一范畴。
因为苏联检察机关不仅监督法律的实施，而且要监督中央政令的实施。
对于这一点，1950年9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各级政府检察机关的指示》中“苏联的检察是法律监
督机关，对于保障各项法律、法令、政策、决议等贯彻执行，是起了重大作用的”的精神是准确而完
整的，它既证明了此处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实指的就是苏联检察机关是“一般监督”机关，而且其
职能不仅监督法律的实施，而且要监督中央政令的实施。
 （二）“法律监督”与“监督”、“检察” 导论中已经分析过，众多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性质定
位的观点，都隐含了“法律监督”指的是“检察机关监督法律实施的活动”，从而将“法律监督”这
一范畴的重心落在“监督”上。
这种理解“法律监督”含义的思路虽然是字词层面的解读，但其背后的政治法律理念仍然是列宁与苏
联“思想与实践”中的“一般监督”。
在此种逻辑下，中国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演变成了“法律监督权”，而又在苏联检察机关的
“一般监督权”的意义上理解“法律监督权”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权力。
正是这种或隐或显的逻辑的支配作用，使得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问题上出
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质疑论与恢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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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是迄今为
止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有关法律监督问题上最具理论深度、最有创新价值的重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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