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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重要举措，是我国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创造出
的新生事物。
但由于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仅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内部规定，许多争议问题还有待学界和实务界共同
探讨。
一些基础性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尚需进行系统性的、体系化的深入研究。
丁玮博士后的著作——《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理基础——司法民主与正当程序研究》，对这一司法改
革中出现的新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对相关的法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目前国
内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研究成果中水平较高、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成果。
　　人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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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监督员制度真正能够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中独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其价值不
仅仅在于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而更在于其对程序本身正当性的增进。
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深刻的正当程序基础，体现了司法参与、权力制约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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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玮，女，1969年6月出生，吉林省伊通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法律研究所所长、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
主要社会兼职：黑龙江省劳动仲裁学会理事、哈尔滨市法学会理事、道外区法学会副会长、道外区法
学会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会会长、哈尔滨工程大学劳动协调委员会委员、兼职律师。
　　2005年6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9月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外国法律制度史、诉讼法学等。
在《中国法学》、《珐学杂志》、《中围政法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南京人学学报》、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一个历史的视角》。
主持厅局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四项，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教育部重点项目一项、美国
福特基金项目一项、德国阿登纳基金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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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法制现代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有直接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西方法律
文化是引起近现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动因之一。
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法制改革，从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建设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六法全书体系。
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西方法律文化在我国的传播是曲折和艰难的。
这期间不乏付出极大代价所获得的认识。
李大钊曾分析指出，“甲午之役，挫于日本，举国大哗，方知国力不足恃，旧法不足尚”。
①中国近代法制变革与民族危机相连，国人开始自觉到中国战败于日本的原因在制度。
日本经过了“大化革新”、“明治维新”、“二战”后的法制全面改革后，在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将中
国远远甩在后面。
日本法制现代化的经验实在应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佳的参照和比较的对象。
就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影响的程度而言，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19世纪末以来，我们初步建立了诸法分立的专门化法律体系，司法独立制度在我国得以建立，共和观
念取代了君主专制，民权意识开始倡导和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按照前苏联模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紧迫。
对我国法制近现代化历史的简单回顾，是为了说明当今中国法治国的建设仍然是法制现代化历史进程
中的一部分，一个阶段。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取舍仍然是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重要切入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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