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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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检察历史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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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检察历史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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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一九四九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罗荣桓任检察长新中国第一部关于检察制度的单行法规施行一九
五○年最高人民检察署大行政区分署成立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和检察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
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一九五一年《
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加强人民检察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
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施行最高人民检察署发出《关于积极参加反贪污运动的指示》天津市人民
检察署公诉乔铭勋诈欺案一九五二年河北省人民检察署公诉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最高人民检察署发
出《关于各级人民检察署参加司法改革运动的指示》最高人民检察署发出《关于参加贯彻婚姻法运动
给各级人民检察署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大行政区分署检察长和华北各省、市检察长会议最高人民检察
署发出《关于在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中检察工作的指示》最高人民检察署发出《为
贯彻国家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的实施的指示》一九五四年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最高人民
检察署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加强典型试验工作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张鼎丞任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美国
间谍案一九五五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报告检察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成立一九五六年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和宽大处理日本战犯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北
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李万铭重大政治诈骗案一九五七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国民党新疆监狱长芦秉林反革命案张鼎丞检察长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检察工作情况全国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一九五八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
关于当前工作给各级检察院的指示》东北、华北地区检察工作座谈会召开拟定《检察工作大跃进四十
条(草案)》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一九五九年全国政法会议召开讨论贯彻“捕人、杀人要少，管制
也要比过去少”的方针张鼎丞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报告并连任检察长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
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九六○年第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公诉王倬诈骗案中
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举行宴会欢迎古巴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一九六一年中央决定公检法三机关党组分
开设置一九六二年第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的
试行规定》发布一九六三年谢觉哉、张鼎丞在人大会上作《进一步依靠群众，做好司法工作》的联合
发言一九六四年九省、市检察长座谈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率中国检察工作代表团访问越南
一九六五年张鼎丞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检察长一九六六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关于积极参加
和保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九六八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文革”中被撤销一九七五年七五
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一九七八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办公
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一九七九年中央批准《关于认真执行(逮捕拘留条例)简化案件批准手续的请
示报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一九八○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公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一九八一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一九八二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
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汕头地区分院
对王仲贪污受贿案提起公诉一九八三年杨易辰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长座谈会部署“严打”
一九八四年检察人员着统一检察制服《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检察院要加强对经济
犯罪行为的检察工作一九八五年全国检察机关首次“双先”大会“两高”发布《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
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一九八六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经济、法纪检察案
件立案标准(试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公诉余铁民受贿案一九八七年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撤销一九
八八年第八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刘复之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和波兰两国最高检察机关签署
合作议定书一九八九年“两高”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
的通告》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工作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关于制定和颁布〈检察人员
纪律(试行)〉的决定》江泽民、李鹏接见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代表一九九○年“全国检察机关惩治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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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贿赂展览”在京举行首届检察机关政治工作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聘任特约检察员一九九一年最
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建院《中国检察报》创刊首
例检察机关胜诉的民事抗诉案件宣判检察机关首次向法院提出对行政裁定的抗诉一九九二年《关于贪
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规定》发布第九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
颁发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荣誉证书和证章仪式一九九三年张思卿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在全
国法纪检察工作会议上提出“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工作方针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建国以来最大
贪污案——薛根和等人贪污案《关于检察机关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
》发布首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评选揭晓一九九四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
法》发布中国女检察官协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政治工作纲要》一九九五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成
立一九九六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关于保证做好“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工作的紧急通知》第十次全
国检察工作会议中国检察官协会成立一九九七年《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
试行)》发布撤销税务检察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发布一九九八年韩杼滨当选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教育整顿工作会议检察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最高人
民检察院推行“检务公开”一九九九年韩杼滨在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上提出“公正执法，加强监督，
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工作方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举
办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第四届年会暨会员大会《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发布二○○○年首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发布北京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成克杰受贿案全国检察机关科技强检工作会议二○○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检察机关积极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意见》发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亚欧国家总检察长会议二○○二年《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发布最高
人民检察院举行首次大检察官证书颁发仪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二○○三年第十一次全
国检察工作会议贾春旺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会议贾春旺在全国检察长
会议上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工作主题二○○四年《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
行)》发布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二○○五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发布亚欧会议总检察长会议二○○六年“两高”召开学
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大会第十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
议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二○○七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民检察博物馆落成胡锦涛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
官座谈二○○八年曹建明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检察机关抗震救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深入贯
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座谈会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检察工作
重要指示电视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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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叛乱民主主建国方略的必然要求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呈现摧枯
拉朽之势，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提上议事日程。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
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
村转到城市的问题。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在北平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
侨等23个单位，134人。
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
规定》。
6月23日，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组即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组，讨论通过该组组长董
必武拟定的《政府组织法纲要的基本问题》，其中提出在中央人民政府之下设立最高人民检察署。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高度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
义让位于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
文章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
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至此，中国共产党最终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即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同时，党对于确立什么样的政体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
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略所确定的国体和政体，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包括检察制度在内的人民司法制
度。
作为人民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新中国检察制度，在本质上要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服务；在组织
体制和组织原则上，要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相适应，体现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
2.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最高检察机关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662名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
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9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设置、职
权、人事任免等作了规定。
该法第5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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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机关及检察机关。
据此，最高人民检察署为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最高检察机关。
同时，也确立了检察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之外的国家机构体制，明确了审检分立的人民司
法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章第2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
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
《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包括建立新中国检察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
和法律基础。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罗荣桓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检察长。
开国大典结束后，罗荣桓检察长就迅速投人到最高人民检察署的领导班子、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建
设中。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李六如、蓝公武(无党派人士)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
察长，任命罗瑞卿、杨奇清、何香凝(民革)、李锡九(民革)、周新民(民盟)、陈少敏、许建国、汪金祥
、李士英、卜盛光、冯基平11人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委员。
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第一次会议在罗荣桓检察长主持下于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罗荣桓在会上指出：检察署的工作是一个完全新的工作，首先应制定检察署组织大纲，从速建立机构
，开始工作。
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并决定起草检察署组织大纲。
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启用印信，开始办公。
机关设在首都司法部街72号(现人民大会堂东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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