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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波大学法学本科专业创建于1986年。
本专业具有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硕士和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法学专业是浙江省重点专业。
2008年“法学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浙江省首届高等学校省级教学团队”，民商经济法学被批准为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为了更好地指导本科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我们围绕“强基础、抓特色，本科教学质量跻身全
国先进行列”的建设目标，提出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即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强能
力”的指导思想，构建实务型法科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培养出追求公平正义，关注社会问题，具有良
好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的法律人。
　　2002年开始，我们就与宁波市检察机关开展检院合作。
宁波市检察机关组织了一支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检察人员，在宁波大学法学院开设
中国检察制度系列讲座，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
2005年我们又把《浙江省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教材：检察学教程》纳入教学大纲，供学生选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步入21世纪后，我国的检察理论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产生了一批
具有较高质量和较大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
2007年4月，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成立，这标志着检察学学科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高校开设过《浙江省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教材：检察学教程》课程，但在
本科阶段开设《浙江省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教材：检察学教程》的院校并不多，而供本科学生选用的检
察学教科书从未有专家编撰出版过，是现行法学本科教材的空白点。
检察学教科书的编撰应该能够代表当今我国检察理论研究的较高水平，这既是检察学教学工作的迫切
需要，也是推动检察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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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检察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与学科体系第一节 检察学的研究对象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
对象。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
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检察学的研究对象是检察学建立的基础，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根据。
只有明确检察学特定的研究对象，才能使检察学研究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抓住检察学学科建设的主要
矛盾，取得良好效果。
关于检察学的研究对象，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学的研究对象是检察制度和检察活动，检察制度是检察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检
察活动是检察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主要包括检察执法活动和检察法律监督活动。
检察制度规定检察活动的主体、活动方式、活动程序和原则。
检察活动必须依照检察制度中的法律规定进行。
把检察制度和检察活动中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就是检察学研究的任务。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学的研究范围是研究对象的展开或具体化，主要包括：一是检察制度的
起源、本质、类型、特点、内容和发展趋势。
二是各国检察立法例和检察实践经验，我国立法的内容、分类、原则和体系。
三是检察机关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性质、任务和职权等。
四是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及其内部制约机制，检察人员的任免和奖惩。
五是检察监督在法律监督系统中的地位，检察监督的对象、范围、要求、程序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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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学教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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