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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弹指一挥间，共和国检察事业已经走过了六十个春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10月1日，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
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共和国首任检察长罗荣桓庄严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
新中国检察制度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的。
这不仅是新中国检察史的第一页，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检察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
共和国的检察工作经历了初创阶段的艰难摸索，经历了波折阶段的中断取消，经历了恢复重建后的创
新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稳健步伐不断迈进，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法
治不断完善的春天。
共和国的检察工作与共和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共和国的检察人肩负着保障人权
、惩治犯罪、守护法律、维护公正的历史使命。
使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植根于每一个检察人的头脑中，是做好检察工作的重要思想保证。
60年来，共和国检察制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
度。
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立的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当时的社会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等重大活动中去，依靠群众，以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抓重点，办大案，察纠要犯，平反
冤狱，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检察机构和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检察
制度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检察制度遭受空前的劫难，检察机关一度被撤销。
人民检察的历史，尤其是人民检察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进程中遭遇严重挫折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民检
察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
忽视检察工作意味着对法制的削弱和破坏。
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人民检察制度重新走上了全面发展之路。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它
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局，
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
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
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
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
今天，我们倡导传承检察文化，弘扬检察精神，正是为了激发广大检察官对检察事业的认同与热爱，
培养广大检察官强化法律监督的责任意识和执著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感。
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从梳理、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尤其是人民检察的历史着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摸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检察制度的科学规律，是检察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的这套《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探寻检察制度
产生发展的源流，寻找人民检察制度历史变迁的印迹，揭开尘封岁月中的往事，还原历史长河中的事
件，拾掇检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珍珠，怀念为检察事业呕心沥血的老一辈检察人，回味在履行神圣的
法律职责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与成就。
这套丛书形式各异，文体有别，在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评点之外，也不乏令人动容、欷歔感慨的文字
，这是一部严肃客观而又生动鲜活的历史，它积淀着检察往事的厚重与沧桑，又渗透着法制进步的信
息和足印。
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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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法制建设的实践，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察事
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能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们今天盘点检察历史，是为了让历史启迪未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科学性和优越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展望未来，我们更加坚定信心，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
出发，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强化对自身执法的监督制约，切实履行好宪法和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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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
：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
局，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
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
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
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
　　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
察事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
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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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人民检察”的出处为什么研究人民检察史研究方法和角度人民检察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第一
章 从瑞金起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检察(1931-1937)国家公诉处和国家公诉员人民检察制度的
诞生实名举报与“大白话”工农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中的检察长、检察员临时最高法庭、最高法院最高
特别法庭临时检察长梁柏台裁判部检察员革命法庭公诉处国家检察长、检察员军事检察所政治保卫局
工农检察机关辨析苏区反贪大要案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第二章 战火纷飞的岁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的人民检察(1937-1949)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特点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黄克功案件的公
诉人李木庵与检察独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晋察冀边区检察制度晋冀
鲁豫边区检察制度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检察制度东北解放区检察制度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
法庭检察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检察制度的特点和贡献第三章 与人民共和国相伴而生(上)——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检察(1949-1954)3．1新中国检察制度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建国之初的形势新民主主
义建国方略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的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批判旧法统，废除六法
全书李六如与《检察制度纲要》新中国检察制度的指导思想3．2人民检察署的建立最高人民检察署各
级地方人民检察署检察机关“第一次取消风”3．3人民检察制度的初步建设第一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
检察立法的新发展检察领导体制的第一次调整检察通讯员3．4人民检察署的工作镇反运动“三反”、
“五反”运动保障人权司法改革运动第四章 与人民共和国相伴而生(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
的人民检察(1954-1966)4．1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央指示，加强检察工作“二检
会”的内容和意义制定“八要八不准”，政工机构成立6．4八届人大期间的检察工作(1993-1998)严格
执法，狠抓办案第二次“严打”斗争三项工作格局的形成“两法”修改《检察官法》6．5九届人大期
间的检察工作(1998-2003)开展集中教育整顿，促进队伍建设第三次“严打”斗争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推进检察改革检察官等级评定6.6十届人大期间的检察工作(2003-2008)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宽
严相济促和谐人民监督员制度深化检察改革结语附录人民检察大事记(1931-2008)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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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研究人民检察史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需的。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
楚。
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上面这段话出自毛泽东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毛泽东针对党史研究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也同样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习这段论述，有助于我们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人民检察史”以及研究人民检察史的意义与目的。
其一，人民检察史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需的”。
共和国成立60年，新中国检察制度也建立、发展了60年，传统上说，这是一个甲子的轮回。
算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检察制度的诞生和发端，到2009年，人民检察已有78年的历史。
抛开人民检察的政治属性，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自1906年引入至今已有103年。
作为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的人民检察制度，其诞生、发展了近80年，总该有些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梳理、
总结。
总该想想，这近80年来，我们的“检察人”都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在前面提到的讲话中进一步说道：“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
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
”与这段话所述情形的年代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梳理人民检察史，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是“站在前人
的肩膀上”的。
如人民检察制度理论的奠基人王桂五先生所著的《人民检察制度概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
察制度研究》和参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曾宪义主编的《检察制度史略》，杨永华、方
克勤著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以及近年来张培田、张华著的《近现代中国审判检察
制度的演变》，侯欣一著的《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等，对人
民检察史进行了研究，有的构建了人民检察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有的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很有见解
的观点。
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江西井冈山筹建人民检察博物馆，在高检院机关院内设人民检察史展览室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检察文物、史料；2008年在纪念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30周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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