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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切实履行好这一治国方略，必须正确把握法治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
作为宪政民主重要体现之一的权力制约，是判断一个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而检察制度作为一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权力运行极为重要的制度安排。
学界对于我国检察制度的性质曾有过争议，但“法律监督说”是符合我国国情、国体和政体的价值取
向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及运行的科学性。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
察制度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设置及良性运行提供了指南。
检察机关作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国家机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根植于本土，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下的检察制度有着本质区别，照搬
西方检察制度理论及实践来对本土模式加以改造，势必产生“橘生淮南”的效果。
故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对于从事检察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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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进行诉讼监督以维护诉讼中的公平正义是检察制度运作的基本价值取向　　诉讼监督是指由法
定的国家机关对诉讼过程中遵守和执行法律情况所进行的监督和纠察①。
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其一，只有检察机关是行使诉讼监督职权的国家专门机关；其二，诉讼监督是
在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一种行为方式，离开了诉讼范围就丧失了它的存在空间；其三，在监督形式上主
要表现为程序上的意义，没有实体上的处理结果和内容；其四，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正
确适用，维护司法公正②。
　　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主要表现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和对判决执行的监督。
在侦查活动中，检察官乃侦查程序之主导者，监督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
在审判过程中，检察官乃控制法官裁判的人口，法官基于不告不理，必得待检察官提起公诉后，才能
进行审理程序，若检察官不提起公诉，法院便无案可判（自诉除外）。
在法庭裁判形成后，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裁判，检察官有提起抗诉或上诉之权。
即便裁判确定之后，检察官认为有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事由时，检察官可以提起再审，动摇法
庭裁判之最终确定力。
国外检察机关在刑事判决执行中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负责刑事判决的执行；另一种是监督刑事
判决的执行。
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任何刑事裁判都应当在检察官在场时宣布，由检察官保证刑事判
决的执行。
检察官通过以上活动，对刑事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层层把关，使公平正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得以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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