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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写博士论文也要有问题意识，需要寻找值得研究的领域、值得研究的问
题、一个中国真正的问题。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滥权公诉现象，一些冤假错案因为种种原因被起诉、定罪，这和
我国缺乏有效的公诉权制约制度相关。
本书以如何构建公诉权制约制度，防止我国公诉权滥用为研究对象，无疑找到了一个好的“中国问题
”。
这也许得益于作者的工作经历和对检察制度的长期关注。
　　与以往的孤立、零星研究不同，本书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公诉权制约制度，包括为什么要防止公
诉权滥用；公诉权滥用的界定标准；我国现有制约机制的经验和不足；如何改革完善我国的公诉权制
约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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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防止公诉权滥用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问题。
本书突破以实体法判断公诉权滥用的传统标准，论证了以程序正义理念为立基的歧视性起诉和报复性
起诉等新型公诉权滥用形态；在总结我国现有公诉权制约的得火之后，在功能主义比较的基础上，提
出了我国公诉权制约制度改革的方向，包括改革人大个案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公诉一体化及
其限度，建立预审程序等；但着力点并非建立制度，而在于从系统论的角度思考各制约制度之间的功
能互补以及实现外部制约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之间的平衡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诉权制约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谢小剑，1976年生，江西宜春人，200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诉讼法专业，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司
法制度。
毕业后，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近期致力于研究检察制度。
先后在《现代法学》、《比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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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公诉权制约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第一节公诉权制约的理论基础　　——权力制
约理论　　自从产生公共权力以来，公共权力滥用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刻灾难，就不断随着人类的
延续而重演。
尽管如此，社会秩序的需要与个人自由的保障之间的深刻矛盾，却在历史发展中此消彼长、反复博弈
。
社会秩序的需要带来的是国家权力的强化，集权专制思想如幽灵一般萦绕人间。
甚至反复在历史的某一段时期获得了公众的认同和部分学者的鼓吹。
为什么以及如何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便逐渐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精英们不断追问的难题。
　　防止权力滥用的思想最早表现为古希腊以人性弱点为前提论证制约权力的理论。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早期极力推崇人治，即理想的国家必须由德才兼备的哲学家来统治，而不是由法
律来统治。
但社会现实让其不得不放弃人治的幻想，转而主张次优，选择法治。
因此，“柏拉图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描述了这样一幅国家蓝图：这种国家统治当局在没
有成文法典和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已不再享有随意司法的权力。
它们应当成为法律的仆人，有义务从指导公民行为的一般法规中寻求指南，而不用考虑人的因素”。
但其只是将法治作为哲学家治理国家模式下不能后的次优选择，并不是完全的法治主义者。
其学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才是法治的真正倡导者。
亚里士多德从人无法克服情欲或非理性影响的人性弱点出发，认为“法治优于人治”，并提出法治就
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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