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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
　　我和我的同事们编写第一本《检察理论研究综述（1979一1989）》，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往事如昨。
当年王桂五老先生指导我们编写工作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王老在体弱多病、又忙于国家社科“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的情况下，专门为这本《综述》写了1万多
字的绪论，令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这篇绪论中，王老系统精辟地回顾和总结了人民检察诞生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检
察理论研究的成就、作用和存在的不足，深入探讨了检察理论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也对检察工作的基
本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
后来这篇绪论单独在《人民检察》1990年第1期发表，对指导检察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和我的同事们编写第二本《检察理论研究综述（1989-1999）》也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热心支持第一本《综述》编写工作的中国检察出版社主要创建人曾龙跃先生已经作古，第二本《综述
》的责任编辑董春江同志也已退休多年。
今天我们编写第三本《综述》，既有最初的“为检察理论研究爱好者提供一本参考书、工具书”的想
法，又多了一层新的含义——纪念和告慰检察前辈。
传承检察文化，弘扬检察精神，繁荣检察理论，是我等后学的责任；一息尚存，探索不止，是我等后
学的义务。
使人民检察理论研究薪火相传，是我们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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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承检察文化，弘扬检察精神，繁荣检察理论，是我等后学的责任；一息尚存，探索不止，是我
等后学的义务。
使人民检察理论研究薪火相传，是我们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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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检察委员会民主集中制与检察长负责制相结合。
　　与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检察官负责制，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实行检察长负责制不同，在
我国检察机关内部，实行检察委员会民主集中制与检察长负责制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检察
委员会和检察长都是检察机关的领导机构。
检察委员会作为重大案件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我国《宪法》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规定在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中的具体体现；检察长作为
检察机关的首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且当其在检察委员会中不同意多数委员的意见时，有权将
该问题提交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
这种领导体制，既保留了首长负责制的优势，尊重和维护检察长的权威，确保工作效率，又有利于发
扬民主，集思广益，避免“一长制”的弊端，保证检察权的依法正确行使和对重大案件、重大问题的
决策正确。
　　3.独立行使检察权与接受监督相结合。
　　依照《宪法》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
同时，在依法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
监督等。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别于三权分立制度的一个重要
体现。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强调的是分工负责，各自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法定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明确职责范围，保证各自能够独立地承担责任。
接受监督强调的是防止权力的误用、滥用和蜕变，保障检察权的运行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标准。
不能因为强调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排斥监督，也不能因为强调接受监督而否定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4.人民检察院履行的一系列职权内在地统一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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