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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百年以来的法学发展史上，苏联（俄罗斯）法学一直都是影响我国法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
量。
伴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法学对我国的影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不仅在法学研究的概念和方法使用上，而且在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建制上，都很大程度上直接模仿
和借鉴了当时的苏联，可谓影响重大。
尽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学研究开始倒向西方法学，苏联法学对我国的影响随之日渐势
微。
但是，由于之前苏联法学一度的优势地位，时至今日，它对我国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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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检察权基本理论研究检察公信力的宪政解读——含义、渊源与制度建构论检察权能及其转型我
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分析论检察权的宪政地位列宁的检察权思想理论及其中国化检察权在宪法权力结构
中的地位及其性质研究中国检察权的独特品性与中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取向从宪政角度看检察权的属性
第二编 检察制度研究更加注重从制度上反腐败的深刻内涵——从十七大报告看检察领导体制的重构论
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我国铁路运输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双重领导还是垂直领导?和谐社会语
境下铁路检察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宪政视角下的中国专门检察制度改革设立未成年人专门检察机
构的思考监所检察制度的建设与改革检察机关介入公益争议解决程序探析谈我国检察机关干部的培训
制度第三编 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俄罗斯联邦检察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俄罗斯检察机关的转型及其对我
国的启示中俄检察制度及其改革比较中俄检察监督制度不同之述要我国检察制度改革路径探微——以
俄罗斯检察制度改革为样本中俄法律监督机制比较中俄检察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宪法原则之比较分析中
俄检察长维护犯罪被害人权利职权之比较分析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的机构改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俄罗
斯联邦运输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俄罗斯联邦运输检察机关的历史发展——以俄罗斯联邦立法
的最新修改为视角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的产生和发展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机关的发展变革及其对我
国的启示第四编检察制度研究综述转型期国家检察制度的建设与改革——2009年“转型期国家检察制
度建设与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要点透视回归宪法，回到常识上——在“转型期国家检察制度建设与
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完善检察机关活动的问题上，绝不允许采取任何“革命式”行动中俄
美三角关系的变化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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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而检察和公信力的结合，强调检察权的行使必须适用公信力标准。
从权力运行角度分析，检察公信力是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定权限的过程中应当以公平、正义作为衡量标
准，能够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满足社会公众对检察权的期望，从而获取公众对检察权的认同，体现为
一种让他人信服的能力，强调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是一种权力能动性的视角。
而从公众的角度而言，检察公信力实际上体现了公民对检察权信仰的程度，即什么样的检察制度才是
符合社会需求、令社会满意的。
可见，检察公信力的建设难题在于如何在权力的正当性和公众的满意与信服之间达致一种平衡，既维
系了检察权的价值取向与基本运行模式，又能对社会公众的期望值作出一种交代，满足其对检察权本
身的一种实质需求。
“社会各阶层，各个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革中所反映出的利益要求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情况
下，司法所面临的任务与其说是法律规则的适用，毋宁是在不同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②检察公信力的二元构成要求检察权获取来自市民社会的伦理认同感，但这种认同感绝不是以牺牲检
察权的独立品性为代价，进而博取社会广泛认可的一种无条件求同。
而是检察权在行使中必须考虑到法律所具备的基本价值观，⑧进而体现其自身所具备的一种价值维度
和公众对这种维度的一种认可。
具体而言，包括对权力来源合法性的认同，即检察权是否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对权力运行方式的认
同，强调检察权在行使过程中是否具备沟通的桥梁，让公众能够审视、督察检察权；对权力运行结果
的认同，即检察权是否符合公众对正义和公平的向往。
因此，结合中国现行法治框架之内的检察权限配置，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公信力可以分解为检察拘束力
、检察运行力、检察沟通力和检察判断力，并分别可以用检察权威、检察效率、检察公开和检察公正
等诸多要素作为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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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罗斯法学研究论丛(第1卷)》是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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