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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也没有专门的检察机关。
尽管自秦起就出现了御史制度，但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大相径庭。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实行中央官制改革，从此正式揭开了引入、创建西式司法制度的序幕
，开始了影响深远的清末法制变革。
同年，清廷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首次实现检审分离，正式确立了检察制度。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随后退出历史舞台，其检察制度也随之被民国检察制度
取代。
自清末正式确立检察制度至今，时间已过一百余年。
在法律史研究方面，尽管目前已有论著对清末检察制度有所涉及，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为数不
多的论著往往只是研究清末检察制度的有关片断，并未见有系统、全面地揭示清末检察制度的确立、
清末检察机构的职权、清末检察厅与审判厅和法部等有关机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成果。
至于清末检察厅的执法实践问题，则几乎无人论及。
可以说，完整地研究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问题，是当前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一个盲点。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激活了这一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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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检察制度是何时建立的？
清末引进检察制度的过程是怎样的？
清末建立检察制度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挫折，又是如何解决的？
清末检察厅有哪些职权？
清末检察厅与当时的警察机构、法部、审判厅、监狱、律师在业务工作中的相互关系如何？
清末检察厅有哪些业务工作机制？
清末检察官制度有哪些内容？
清末检察厅执法实践及其理念如何？
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对今天有何启示性价值？
　　检察机构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权是重要的国家权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中西方检察制度有较大差异，而当前我国学界关于检察制度也有着严重的意见
分歧，这充分表明检察制度课题的重要研究价值，而对检察制度在中国的起源及初步发展进行研究，
则有追根溯源的重要意义，对正确评判当前有关检察制度的各种观点也有所帮助。
　　“司法现代化不仅是制度之创造问题，同时也是制度之实践问题”。
本著作以“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为题，用四十万字的篇幅，以同时关注制度及其实践为基本研究
方法，从制度、实践、理念三个层面向读者展示了“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清末检察制度，对清
末建立检察制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作了客观的分析总结，填补了法律史学术领域内的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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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直省府、直隶州地方检察厅以各该府直隶州辖境为其管辖区域。
顺天府各州县及直省各厅州县，应设地方审判分厅，其词讼简少者，得合邻近州县共设一分厅，其距
府直隶州最近者，即由该府直隶州地方审判厅或分厅管辖之，不另设地方审判分厅。
设地方审判分厅者得附设地方检察分厅。
各厅州县地方检察分厅，以各该厅州县辖境为其管辖区域。
初级检察厅，顺天府各州县、直省厅州县各设一所以上，其仅设一所者，管辖区域与该地方检察分厅
管辖区域同。
府有直辖地者与厅州县同。
顺天府及直省得酌择著名繁盛乡镇，设初级检察厅若干所。
所有本章程内各级检察厅未定区域者，顺天府所属由该府核明，外省由该省提法司酌拟呈请督抚核明
，分别咨送法部奏定之。
为了贯彻落实《法院编制法》及《司法区域划分章程》，不少地方相继制定了本省实施细则，如《四
川各级审判厅及检察厅事务通则》等。
这些规定大都对审判厅管辖地域作出明确规定，也就同时为检察厅管辖地域作了规定。
如“第二十三条，高等审判厅设于省城，管辖区域及于全省。
”“第二十四条，地方审判厅设于各府直隶厅州，所管辖区域及于各府直隶厅州全境，但合两属或两
属以上共设一地方审判厅者，即以全境为管辖区域。
”“第二十五条，初级审判厅设于各厅州县，所管辖区域及于各厅州县全境。
将来分设乡镇初级审判厅，设于各厅州县管辖区域。
”“第二十六条，凡高等审判厅及地方审判厅如设分厅时，应定明分厅管辖区域。
”[136]当然，有的地方对《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管辖规定作了变通，如《直隶省各级审判检察厅
暂行章程》就规定：“凡未设地方审判厅之府州县递控到省之案，俱归高等审判厅审判（第十四条）
。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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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此部法律史论著，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基础上稍作修改完成的。
我确定论文选题的时间是2004年秋天，后于2006年11月完成初稿，最终于2007年3月下旬定稿。
共花了近三年时光。
在2007年5月的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主席胡建淼教授和答辩委员马长林研究员、何勤华教授、王立民
教授、徐永康教授都充分肯定了论文的质量，一致评定论文答辩成绩为优秀，同时，答辩委员会的专
家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论文修改完善及出版本书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另外，在何勤华教授、王立民教授等老师的关心下，论文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活动
并由学校组织申报上海市优秀社科博士论文出版资助。
应专门提及的是，论文修改工作主要是在调到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教之后完成的，在此期间，除了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领导、同事给予的关心、帮助外，我还得到了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院长李章军
博士、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处长朱德才博士、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李永红教授、浙江省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傅国云博士、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勇硕士等同学
、朋友在工作、学业等多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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