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检察制度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检察制度史>>

13位ISBN编号：9787510201332

10位ISBN编号：7510201330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何勤华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09出版)

作者：何勤华

页数：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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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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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和国六十华诞来临之际，谨以此作为共和国检察官对祖国的庄严承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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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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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法庭辩论在陪审员分配完毕并进入法庭之后，审判过程就正式开始。
在雅典，庭审是公开进行的，但陪审员们有一问专门为他们设立的隔离室，以避免可能造成的混乱。
因为重大的政治诉讼案件会吸引大批听众，有的甚至来自雅典之外的希腊其他地区，如科林斯、底比
斯、麦加拉等城邦。
有时候，前来旁听审判的人数可以与观看戏剧演出的人数相媲美。
在隔离室内，陪审员们坐在长凳上。
诉讼当事人则坐在讲坛上，其位置以特定方式布置，以使陪审团能很容易地观察到当事人的动作并听
见他们的言论。
首先是传讯诉讼双方当事人，并要求他们宣誓，其发言以切合诉讼问题为限。
如果是公诉案件则传讯公事诉讼人并要求他发誓。
双方当事人宣誓之后，庭审就进入法庭辩论阶段。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必须亲自向法庭陈述，只有在诉讼人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其亲朋好友代
替宣读演说词。
诉讼人可以自己撰写演讲词，也可以从职业作家那里购买。
原告在被告之前发言。
在陪审员投票之前，双方当事人会进行两轮法庭辩论，其各自的发言时间有严格的规定，根据不同的
情况，由一个水时计(klepsydra，waterclock)进行计时。
对这种水钟的运作，亚里士多德作了详细的描述：“(法庭)那里准备有水时计，有小供水管，水由此
注入，用以规定申辩时间之长短。
案件涉及五千德拉克马以上款额者，准许用十加仑，第二次发言每造均为三加仑。
款额在一千至五千德拉克马之间者，第一次发言七加仑，第二次二加仑；不及一千德拉克马者，五加
仑和二加仑。
在敌对双方间调停者，准许六加仑，没有第二次发言。
当书记宣读一种决议或法律，或宣誓陈述书，或条约时，那个由抽签当选管理水时计的官吏便将他的
手按在供水管上。
”双方两次辩论完毕，法官会询问诉讼人是否要否认对方提出的证据(包括文件、证人、证言、宣誓
等)，因为一旦陪审团开始投票，他们就不能否认了。
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法庭就进入投票阶段。
根据《雅典政制》的记载，宣读诉讼文件不包括在发言时间里。
协助当事方辩护的人的发言则要从他这一方的时间里扣除。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描述，证词必须先被拟好然后才能在法官面前宣读，这种规则从公元前380年就开始
实施了。
从此以后，证人不再需要亲自出庭作证，虽然他们必须出席庭审，但不是为了亲自发言，而是通过他
们的出席增强证词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证词是预先拟好的，许多诉讼文件都是如此，如提交的原始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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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制度史》是“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之一，该丛书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的，书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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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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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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