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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在积极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
探索和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中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他国家的检察制度相比，我国检察制度有许多自己的鲜明特色。
这些特色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决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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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检察机关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社
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我国检察制度的科学性、优越性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中国的检察制度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制度选择，其历史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就不可能用西方国
家“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来说明。
我们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我们党关于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观点出发，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作出科学系统的理论概括，对涉及检察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准确精辟的回答
，努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体系。
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法律
、法学人员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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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基础理论文库1：检察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体现了中国特色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
《检察基础理论文库1：检察学》运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系统阐述了现代检察制度产生发
展的历程和规律，准确反映了当今世界检察制度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作者既把中国检察制度置于世界检察制度发展的大格局中审视和考察，又立足于中国检察制度产生的
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着力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检察基础理论文库1：检察学》系统总结了检察学研究的积极成果，拓展了检察学的发展空间
，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检察制度提供了一本全面、系统、规范的
基础读本，也为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教育培训和高等院校开设、讲授检察学，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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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检察是一种以刑事公诉为主要职能的活动世界各国检察机关的职能虽然不尽相同，但刑事公诉
都是其主要职能，故检察是一种以刑事公诉为主要职能的活动。
这可从不同国家的有关著作对检察的定义中得到证明：日本平凡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称
：“执行刑事案件的公诉事务及其附带工作，称为检察”；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所著的《法
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称：检察官是“法律授权进行公诉的司法官”；美国学者伦斯特洛姆所编《美国
法律辞典》称：检察官是“在追究被指控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被告人的程序中代表国家的律师”；美国
另一学者约翰-雅各比在其著作《美国检察官研究》中称：“检察官是主持追诉的政府官员”。
除了刑事公诉这一主要职能外，检察机关还往往履行其他一些职能，这些职能可分为两种情形：1.由
公诉衍生的职能公诉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侦查与审判之问，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承接侦查
，当案件经过侦查认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进入公诉程序；另一方面，它开启审判之门，
即案件一旦诉至法院，法院就应审理并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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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著名法学家就提出了建设检察学学科的主张。
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现为西南政法大学）王洪俊教授就在该校率先开设了《检察学》课程。
在1986年召开的“检察学理论研究问题座谈会”上，王桂五、孙国华、王洪俊、王舜华、徐益初、黎
国智、任振铎、王然冀等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检察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就检察学学科建设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了一些以检察学命名的著作，如王洪俊的《检察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赵登举等主编的《检察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然冀主编的《当代中国检察学》（法
律出版社1989年版）、周其华的《中国检察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
这些著作，对检察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检察理论研究，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但是由于这些著作处于检察理论研究的初创阶段，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多限于对现行检察制度的描
述，以致未能作为一门学科被普遍认可。
1988年6月，中国检察学会成立后，大力倡导和积极组织检察理论研究，特别是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作出《关于加强检察理论研究的决定》之后，每年推出一些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组织法学界和检察机
关的力量重点进行研究，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也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检察理论研究，出现了一大批检察基
础理论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检察理论体系。
尤其是关于检察制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龙宗智所著的《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
社2002年版）、孙谦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何勤华主
编的《检察制度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检察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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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学》：检察基础理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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