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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成果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检察工作机制问题的研究。
工作机制问题，往往是影响和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最为直接的问题，改革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是
首都检察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检察机关对外对内两种“监督”机制：对外是刑事诉讼监督机制。
加强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也是检察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对内是检务督察、检务公开、案件质量考核机制。
加强检察工作的自身监督，不仅源于对外界“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诟病的回应，更是检察机关实现转
变执法理念、执法作风、推进执法规范化的重要保证。
第二部分是检察实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关注社会焦点，破解工作难点，是首都检察机关得以与时俱进的重要基础，也是首都检察机关理论研
究的优势所在。
《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修改是最近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检察机关遇到的新挑战，首都检察
机关必须着眼于长远进行积极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国有企业改制中发生的职务犯罪问题、渎
职犯罪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电子证据问题等都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也是困扰检察实务工
作的难点问题。
    因此，从研究的目的来看，本书是首都检察机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果之一，必将对推动
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内涵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可
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全面把握，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本书的研究成果是否符合检察工作规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需要反复地再认识和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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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设想　　（一）不断加强和完善有关刑事诉讼监督的立法工作
“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是公正司法的基础，其当然也是享有诉讼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公
正有效行使该项权力的前提和保障。
然而，检察机关开展刑事诉讼监督存在较大的软弱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刑事诉讼监督缺乏有效
的法律支撑。
“说起来有监督权，不监督还是失职；真的监督起来，却又无从下手、无法下手”，道出了检察机关
的尴尬与两难。
因此，健全法律保障机制，为刑事诉讼监督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手段，就成为刑事诉讼监督瓶颈的首
要突破口。
法律保障机制是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化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途径之一，包括完
善立法和司法解释。
　　1.立法的完善纵观我国关于诉讼监督的立法，《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监狱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我国
刑事诉讼监督的法律依据并未形成体系，刑事诉讼监督的立法残缺不全，缺少具体的关于监督手段、
监督程序的规定。
有的地方即使法律有规定，也都很原则，笼统而概括，操作性不强；有的根本就是空白，如公安机关
的治安处罚，一部分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所有的行政执法活动都游离于法律监督的立法范围之外。
这些未纳入法律监督立法范围的领域，往往会成为执法不严和滥用权力相对严重的领域。
刑事诉讼监督法律规定的抽象、虚置，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完善立法的问题上，有论者称检察监督关系到公检法三机关权力的行使，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检察监督法》。
笔者认为，由于刑事诉讼监督贯穿耐事诉讼始终，无法与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相剥离，并且现有的规定
已经有了基本框架，更现实的做法是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
法》等法律法规，或者是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形式，将现有规定完善之，细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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