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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权及其独立行使问题研究》运用了实证分析及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基本研究方法，其本
身具有实践性的特点，而且，在研究内容上又突出了检察改革的基本内容，比如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合
理性问题。
本书从社会与国家分权及检察权的社会属性为逻辑起点，不仅论述了可行性，同时又指出了改革方向
，对于更好实践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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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景合  男，生于1962年12月，河南省镇平县人，法学博士。
现任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检察理论工作者，河南省检察业务专家，河南省法
学会常务理事。
在《法律科学》、《法学评论》、《人民检察》、《法学与实践》、《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
三十余篇，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课题多项，重点研究法律监督、司法权及检察权等相关理论，主
编《检察理论与实践》，参著《司法权的滥用及控制》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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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景合编著的《检察权及其独立行使问题研究》运用了实证分析及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基本研究方
法，其本身具有实践性的特点，而且，在研究内容上又突出了检察改革的基本内容，比如人民监督员
制度的合理性问题。
本书从社会与国家分权及检察权的社会属性为逻辑起点，不仅论述了可行性，同时又指出了改革方向
，对于更好实践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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