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论>>

13位ISBN编号：9787503680199

10位ISBN编号：7503680199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作者：张文志

页数：2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论>>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导论。
本章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内涵人手，从监督、法律监督、诉讼监督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等内容的具
体渐进来确立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其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和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法
律渊源的比较，结合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在相同的基础上横向类比大陆
法系、英美法系和前苏联法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纵向评介新中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发展历程
，并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总结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制度价值。
    第二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性质论。
本章从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对监督、法律监督、诉讼监督的历史沿革为视角，从民事诉讼检察监
督的制度设计原理、制度现状层面、社会运行核心和结果最终效力等方面综合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多
重性质。
    第三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原则论。
本章从原则的基本含义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原则的功能为引题，研析确立原则的基本标准，总结出维
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全面监督和有限救济等具有浓烈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特色的监督原则。
    第四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关系论。
本章在借用法律关系的分析框架理论的基础上，从监督主体、监督客体和监督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纯理
论性的探讨，为在应然的层面上确立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等实体问题埋下了伏笔。
    第五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效能论。
本章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社会功能角度出发，论证了监督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监督效率、监督
实效和附随监督实效的综合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社会化功能。
    第六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体系论。
本章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从民事诉讼法中提炼出来，通过对其组成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分析，为后
章的完善性重构提供了制度意义上的答案。
    第七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程序论。
与其他章节相比，本章更侧重于实践的眼光。
其从办理案件的顺序角度，即受案和受理、立案、审查和出庭等时间顺序，揭示实然背后的法律逻辑
，并加入了作者应然的思考。
    第八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论。
本章同第七章相同，也是更注重实践的作用。
本章从法律规定的单一监督方式出发，整合现阶段实际存在的各项监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议监督
方式拓展的方向。
        第九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困境论。
本章以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为参照，对目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制度缺陷、实践僵局进行了分解，并
从制度完善和实践补充的层面上进行了重构思考。
    第十章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发展论。
本章从各法系检察权的发展趋势为思考点，综合分析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在各国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
向，揭示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在我国强大的生命力和在法治完善语境下的实际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对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设想，也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一些具体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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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导论　　在我国，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
要职能，这项职能是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决定的。
我国宪法第l29条把检察机关的性质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是我国检察机关定性的最基本依据。
因为国家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是宪政制度。
“宪政的精髓在于宪法是政治权力的唯一的法律来源。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其合法性来源只能是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
从我国的宪政发展史来看，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就把我国的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
后宪法条文和内容虽经多次重大修改，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却始终没有改变。
　　第一节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概述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民事
诉讼实施的一种法律监督活动。
这种监督活动具有以下两个基本法律特征：一是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主体只能是各级检察机关，其他
任何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活动的主体，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活动
主体具有排他性。
二是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课题是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包括民事执行活动。
　　回顾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准备阶段。
l998年3月，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杨易辰同志在第八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报告中指出：“要完
善法律监督程序和手段，增强法律监督的效力；要扩大法律监督的职权范围，除了对刑事法律的实施
进行监督外，还应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同年6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关于开展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将实施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纳入议事日程，开展调查研究，加
强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试点工作的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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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中国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进程中的
历史选择。
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密切相关，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七大提出“全国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给检察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明确了奋斗目标。
新的时期，检察机关承担着新的考验和艰苦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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