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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党校姜小川教授主持的《检察权配置问题研究》，就检察权能动性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进
行了阐述，强调检察权的能动性既不同于西方司法能动主义，也有别于我国的审判权能动。
在阐述优化检察权能动配置的原则的前提下，重点就检察权优化配置的建议进行了论证，即以检察权
的定位作为检察权配置的立足点；赋予检察机关“立法监督建议权”；完善对审判权的法律监督；完
善对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完善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完善检察权自身的配置，更好地进行法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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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监督逻辑要务  一、法律监督逻辑概述    （一）法律监督逻辑的概念    （二）法律监督逻辑的研究
对象    （三）法律监督逻辑的特征  二、职务犯罪侦查逻辑要务    （一）职务犯罪侦查逻辑的概念    （
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逻辑运用    （三）职务犯罪侦查假说  三、刑事诉讼监督逻辑要务    （一）
刑事诉讼监督逻辑的概念    （二）立案监督工作中的逻辑    （三）侦查监督工作中的逻辑    （四）公
诉工作中的逻辑  四、民事行政诉讼监督逻辑要务    （一）民事行政诉讼监督逻辑的概念    （二）民事
行政诉讼监督中的逻辑  五、刑罚执行监督逻辑要务    （一）刑罚执行监督逻辑的概念    （二）刑罚执
行监督中的逻辑    （三）监管活动监督中的逻辑诉讼监督的范围和方式检察权配置问题研究——以检
察权的法律定位和能动性为视角民刑交叉案件管辖问题渎职罪的证据标准电子证据检验鉴定的研究—
—基于检察院实证研究的视角公诉与非法证据排除监管场所人权保障与检察监督——刑罚执行监督过
程中的问题与完善路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制研究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研究检察执法与案
例指导问题实证研究检察管理研究——以现代管理学和检察业务管理为视角论检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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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诉讼监督遵循法律监督规律所体现的运行特征　　诉讼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遵循法律监督的一般规律，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的运行特征：其一，依法监督。
诉讼监督必须按照法律授权，在法定监督事项范围内，以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展开，不能随意扩大范围
或随意采用监督方式。
其二，监督效力程序性。
三大诉讼监督都属于程序性监督，是一种建议和启动程序权，主要是依法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提出
相应的建议或意见，促使被监督对象再次审查，以纠正诉讼中的违法情形和不公裁判，而不是直接纠
正违法行为或作出最终的裁判，不具有终局性或实体处理的效力。
其三，事后监督。
诉讼监督程序的启动，一般都是在发生了法定的监督事由之后（而非诉讼程序终结以后），检察机关
才能够启动相应的监督程序，而不可能像行政权那样事前进行规划、设计，事中进行管理、调整。
其四，监督公权力诉讼活动合法性。
在我国一元多立的权力结构模式下，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相并列，相互制衡，检察机关在法律授
权范围内监督侦查、审判等机关诉讼活动中实体是否公正、程序是否合法及办案人员是否依法履职，
属于对公权力的监督。
其五，检察工作一体化运行。
诉讼监督工作要依法、规范、高效、有序运行，就要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
院的领导关系，加强各地检察机关之间的工作协作，在相关内设机构之间建立情况通报、线索移送、
工作衔接、互相配合的制度机制，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注重发挥基层检察院在执法
办案中的基础性作用，做到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内部整合、总体统筹，形成工作合力，增强工作实
效。
其六，客观公正。
检察机关在行使诉讼监督职能时，是在诉讼之外（相对于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活动而言），对诉讼
活动中存在的违法或裁判不公行为进行监督，具有超然中立的地位。
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专司监督职责，既不是为了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也不具有自身的特殊诉讼
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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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检察理论研究课题一直紧紧围绕检察工作，着眼于检察改革与检察事务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引导全国检察机关和法学界进行研究。
我们选取了2011年结题的较有代表性的13篇课题报告，有检察基础理论的研究，有检察应用理论的研
究，有方法论的研究，有证据学的研究。
将这些课题报告选编入张智辉主编的《中国检察(第21卷)》，希冀借此继续激励检察理论研究，倡导
法律监督理念，砥砺检察制度学问，优化职权行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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