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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检察权性质与职能研究》是以当代中国检察权性质及其职能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有
关检察权的内涵、检察权性质的历史演变及其定位、检察职能的变迁及其界定、我国检察权的完善等
内容就成为《当代中国检察权性质与职能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首先，准确把握检察权的含义，这是《当代中国检察权性质与职能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前提性问
题。
《当代中国检察权性质与职能研究》在将检察权理解为国家检察机关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国家权力的基
础上，通过对检察权的产生背景和演变过程的历史考察，梳理出历史上榆察权的发展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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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汉族，1966年8月出生，江苏省南京市人，1989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
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江苏省检察业务专家。
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审计学院兼职教授。
近年在《人民检察》、《检察日报》、《江汉论坛》、《江苏检察研究》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二十余
篇论文，其中部分论文获全国和江苏省检察机关优秀奖项。
曾主持和参加多项最高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课题，因办理有重大影响案
件多次立功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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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法律的守护神(二)从维护家天下秩序到维护法秩序(三)从形式上司法监督到实质上司法监督(
四)从单一职能到复合职能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检察职能变迁(一)断裂式的转向(二)突变式的重生
三、影响检察职能变迁的原因探究(一)政治上的左右(二)立法上的模糊(三)实务上的偏差(四)理论上的
摇摆第六章 我国检察职能的界定一、基本检察职能(一)实现人权保障(二)维护法制统(三)参与国家治
理(四)促进社会和谐二、具体检察职能(一)对行政机关行为的法律监督(二)对审判机关行为的法律监
督(三)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法律监督(四)对私主体行为的法律监督第七章 我国检察监督权的完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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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三)检察权的国家属性和社会属性(四)国家属性转向社会属性三、刑事诉讼监督权的完善四、民事
诉讼监督权的完善五、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完善主要参考文献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检察权性质与职能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从历史渊源的角度分析，我国现代检察权的监督使命这一特性，与我国御史制度有着几分神似
之处，当然这种神似只是性质层面的。
当代检察权的内容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当代的检察权是维护富有民主性、公正性的法律、保障公民
人权、限制公权力的。
而古代的御史制度只能是为维护封建皇权进行监督，但是已经透露出监督的性质，诚如有的学者所说
“监督性是检察权与生俱来的品格”。
第二，从检察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上来分析，我国的检察制度是根据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并综合考
虑我国的国情建立起来的。
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是列宁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前苏联法律监督权分散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根据
该理论，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领导下，建立独立的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法律监督权。
与前苏联的检察机关相同，我国检察机关行使的也应是法律监督权。
第三，从政权结构分权制衡的原理分析，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属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权力进行二次分配：行政权、
审判权、检察权，形成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之下的“一府两院”格局。
实践中，审判权、行政权是强大实体权力，检察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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