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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理论研究同样在我国法学理论研
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自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伴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推进，法学理论界与检察实务部门围
绕检察制度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
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南京召开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空前的检察理论研究氛围
，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确立了检察理论研究在法学理论与司法制度研
究中的地位。
作为长期在检察机关研究部门工作的检察理论与司法实务研究人员，我深受检察理论研究氛围的感染
，积极组织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与上海检察系统的干部共同开展检察理论研究，努力为繁荣检察理论研
究贡献微薄之力。
2007年10月，在参与复旦大学法学院谢佑平教授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检察制
度的政治性与法律性》的研究过程中，经与谢佑平教授商议，决定以《中国检察制度的政治性与法律
性》重点研究课题子课题的形式，对1996年以来国内有关检察理论与检察制度的研究成果，在充分收
集资料的基础上，以《当代检察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研究》为题，分十二个专题将国内有关检察理论
研究成果汇集并予以简要的评述。
此后，由我和谢佑平教授召集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上海检察系统部分研究人员着
手开展《当代检察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研究》一书编写的各项准备工作。
经过一年的时间，在各位参与编写者的共同努力下，《当代检察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研究》一书初稿
形成。
按计划，本书应当在去年年底出版，但由于我工作调动等原因，统稿工作耽搁了近半年，直到今年六
月，统稿修改工作才完成。
本书在结构上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有关检察基本理论的研究综述与评论，包括法律监督原理、检察
权的性质与内容、检察机关的宪法属性以及检察学；二是有关检察制度理论研究的综述与评论，包括
检察官制度及其管理体制、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侦查监督制度、公诉制度、未
成年人检察制度、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
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为检察理论研究提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因此，在每一专题内容的把握上，
要求尽可能收集足够的现有研究成果，并且以公开发表的专家学者有关检察理论与检察制度研究的观
点综述为主，辅之以简要的评论，突出资料的真实性与评论的客观性。
希望本书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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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的是检察理论、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中存在的重点问题、热点问题与疑难问题以及在制度改
革中的实践热点。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系统全面、涉及面广、论述深刻；理论性强，引用了专家学者的各种观点，并一一
加以评析，说理清晰，理论水平高。
    本书适合工作在刑事司法一线的人士阅读，也适合刑法理论界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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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模式  第二节  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  第三节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审制度第十一章  民事行政检察制度  第一节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法理研究  第二节  民事行政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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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我国法学学科研究的历史范畴而言，检察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以及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逐步从政治学、法学中
分离出来而形成的一门独立的学科。
我国检察学的研究经历了移植借鉴、探索起步、深入推进与全面展开四个阶段。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检察学研究，是清朝末年在吸收日本检察制度立法的过程中开始的。
清政府为了变法维新、改革法制，于1908年在京师法学堂开办了检察制度研究会。
1911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一本检察学方面的著作《检察制度》，1912年检察制度研
究会在北平编辑出版了《检察制度详考》，这两本书是中国检察理论研究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得以创立，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学研究亦随之产生。
最早提出检察学概念，是在1983年上半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门召集的一次座谈会。
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志提出应把检察课程从刑事诉讼法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
行讲授。
20世纪80年代，检察学研究逐步发展，并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研究检察理论的群众性学术
团体——“中国检察学会”；20世纪90年代，检察学研究的力度明显加大，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有
影响力的专著（如王桂五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等），检察学方面的文章更是如雨
后春笋般发表出来，取得了累累硕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基本框架。
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检察学的研究获得更为深入的发展，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应运而生，具有
中国特色的检察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必将推动我国检察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促
进检察学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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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检察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研究》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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