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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一定条件下，如果高收入地区、社群与低收入地区、社群的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以及社会弱势群
体的边缘化等现象加剧发展，再与各种意识形态理念争相结合，就可能引发新的政治矛盾与社会冲突
。
面对各种利益和矛盾的冲突，中国能否在保持社会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能否以较小代价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软着陆”?能否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本国现代化
过程中往往陷入的“现代化断裂”?如何最充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
添新力量?这些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因而，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解决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和整合的制度的建构。
这里，又把整合和凝聚的问题突出出来了。
所谓社会整合与凝聚，就是通过协调社会系统内部各部分和各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来维持一定的社会
和谐，它既包含社会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又包括对这些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利益协调和控
制。
这种整合既强调不丧失被整合个体的自身特性，又强调个体中一些要素的动态交叉与融合，从而在高
度和谐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功能，最终达到整个社会在动态中的和谐发展。
在社会多样化发展的环境中，为使人们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使社会的整合方
式从原来的基于纵向结构、单向依赖的权力控制式，转向现在的基于内在需求、相互依赖的内在契合
式。
这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形成，虽然需要建立新的制度规范协调体系，需要在个体和整体互动基础上
的被整合双方的主动调节和适应，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形成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认同。
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才能在多元价值基础之上建立更高的共同价值统摄，从而形成
广泛的遵从动机，构建普遍的伦理秩序，支撑社会的制度建设，增进社会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进
而有利于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因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尤其在个人价值取向上，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之间，
在社会结构及制度架构之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都发挥着导向功能、评价功能、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
从基础上说，它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从目的上说，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功能上说，它具有协和
性、公正性、包容性、整合性和亲和性。
显然，以人为本有利于凝聚社会一切积极力量，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样，“整合和凝聚”便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和环节。
其实质和本质特征，就是力求保持各种力量和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
要做到这一点，既可以从经济、政治上入手，也可以从确立一种具有权威解释力、涵盖力、包容力、
整合力和凝聚力的全社会认同的共同利益观入手。
本书就是从利益观上考虑检察权问题的一种思路和一种努力，以人为本始终是作者写作的出发点。
　　所谓“利益”(Intercst)，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切对人来说有利、有益的事物，或有利、有益的状
态；就是指能够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一切事物，或指人的需要被满足的一切状态。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避免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即趋利避害，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本能。
正像人类的需要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一样，人类的利益也是如此。
此外，由于每个人都在竭力实现和维护着自己的利益，所以，人们基于共同利益所自觉或不自觉构成
的种种组织或群体，也都在竭力维护和实现着自己的利益，无论他们是否高度自觉而充分地意识到这
一点。
对人类的利益，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比如：直接的利益、间接的利益；单一的利益、复合
的利益：简单的利益、复杂的利益：低级的利益、高级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整体的利益；长期的利
益、短期的利益；显露的利益、隐藏的利益：真实的利益、虚假的利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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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无论是在政治学理论、哲学理论、法学理论中，还是在现实政治法律生活中，人们
都非常重视权力和利益问题。
但是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者却不多，尤其是如何通过探求权力s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来发掘
权力制约的新路子，是一个令笔者深感兴趣的问题。
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与相应的理论对话中，检察权的性质或称检察机关的定位成为关注的焦点。
学界的质疑与检察界的抗辩在互动中碰撞出的革新力量，以及从理论研讨向改革实践渗透，使检察机
关面临重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最佳的发展机遇。
但是，停留于对检察权根本属性的苛求与深究却容易局限检察权重构思路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检察权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近年来，笔者收集、积累了中外许多有关检察权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
些思考，愿在此书中将一些想法和观点和盘托出，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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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侦查质量标准、侦查监督。
质量标准、公诉质量标准、审判监督质量标准、刑罚执行检察监督质量标准、控告检察质量标准、刑
事申诉检察质量标准以划分办案流程或环节为基础，根据各个办案环节的特性和要求确立具体的办案
质量标准，是我们通常采用的制定办案质量标准的有效方法，但是，要制定好各个环节的办案质量标
准，使检察机关和检察系统的办案质量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并得到普遍的好评，必须充分考虑和应
用前述三种关于办案质量标准的分类。
　　2.确立办案质量标准体系。
　　科学合理的办案质量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根据质量管理学的原理和检察工作的实际，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进行的办案质量管理的实践
，可以认为，科学合理的办案质量管理体系应当是由如下要素或者基点组成的有机整体：　　（1）
实体性的质量标准与程序性的质量标准并重。
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存在着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而且影响很大。
检察机关在制定办案质量标准时，应当努力排除这种错误观念，贯彻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原则和精神。
实际上，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主要是程序审查和程序启动.极少实体裁决。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既是侦查与审判之间的承前启后环节，也是对整个诉讼过程合法
性的法律监督。
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主要是通过抗诉提起再审程序来实现对审判活动的法
律监督。
因此，程序性的质量标准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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