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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司法改革重心从“注重规则因素”向“注重人的因素”的转变，建立职业化的司法官队伍及
其工作机制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主要方向。
与此相适应，审判机关已于2002年迈上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征途，而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何
时扬起“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的风帆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
事实上，尽管检察机关尚未正式提出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的没想，但近年来的检察改革已经或多或少涉
及检察官职业化的部分内涵。
这些改革措施的不断深入，最终会将“检察官职业化建设”推向改革的前台。
　　检察官职业化是一个理想和追求，更是一个正在实施的系统工程。
鉴于我国日前的政治土壤、社会条件和人力资源状况，一步到化实现检察官职业化是不现实的，过分
超前只能造成制度的空转。
在现实条件下，对检察官职业化的追求和实践只能立足于中国特色检察制度、检察队伍的实际，通过
渐进式的改革来进行。
基于这一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笔者愿意与前辈和同仁们一道为其顺利发展而“上下求索
”。
　　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着眼于中国特色检察事业的长远发展，以检察官职业化
建设的整体推进为主线，在探讨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和基本途
径的基础上，全面揭示检察官职业化的应有内涵，深入研究职业化条件下的检察官准入机制、业务管
理机制、人事管理机制、绩效考核机制、教育培训机制、职业保障机制和检察官组织文化建设，力图
在结合我国法治现状及司法实际的基础上为检察官职业化建设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系统可行的方法
、途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检察官职业化建设探索与研究>>

内容概要

　　《检察官职业化建设探索与研究》是第一本关于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的专著。
作者从检察官准入机制入手，论述了职业检察官业务管理机制、人事管理机制、绩效考核机制、职业
保障制度、教育培训机制以及职业检察官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检察官职业化建设探索与研究》体例结构合理，观点明确，内容翔实且具有创新型，对检察官职业
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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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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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检察官职业化的主体　　是什么群体需要实行职业化？
这是检察官职业化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目前检察机关的在编人员，大体可以分为几类：（1）从事检察业务工作的检察官；（2）从事其它非
检察业务的，带有综合性、服务性工作特征的检察官；（3）书记员；（4）法警；（5）专业技术人员
；（6）工人。
在提出“检察官职业化”概念时，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实行职业化的主体范围。
否则，其它相关的议题都有可能无的放矢。
　　当前，一些同志在谈论检察官职业化时，经常模糊职业化的主体问题：一种表现是把“检察官职
业化”等同于“检察人员职业化”，主张所有的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当走职业化之路；另一种表现
是把“检察官职业化”与“检察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等¨起来，泛泛地从检察干部队伍的招录制度
、人事制度改革、职业培养和职业保障等方面说明检察官职业化的主体问题。
这样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检察机关和检察干部队伍的实际，导致其结论
的空化、泛化，难以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之法；另一方丽，容易导致思维上二的混乱
，影响对检察官职业化建设必要性、可行性的正确认识，影响推行检察官职业化的信心和决心。
　　检察官职业化是要求“检察官”这一群体走职业化之路，以“职业”的意识、素质、技能、行为
方式、思想道德实现具有“职业”水准的执法效果。
因此，检察官职业化的主体只能是柃察官，不包括书记员、法警、专业技术人员、工人，这一点是不
应当有所疑问的。
就如谈到医生的职业化，必然小包含护士、护士、收费人员、救护车司机的职业化一样，当我们谈起
检察官职业化时，不能把“职业化”的主体扩大到书记员、法警、专业技术人员、工人等辅助人员。
　　同时，正确认识检察官职业化的主体需要理顺“检察官职业化”与“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的逻辑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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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官职业化是一个理想和追求，更是一个正在实施的系统工程在现实条件下，对检察官职业化
的追求和实践只能立足于中国特色检察制度、检察队伍的实际，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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