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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研究方法上《俄罗斯民事检察制度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
“今天我们研究前天，为的是昨天也许不会使今天无所作为以及今天不会使明天无所作为。
”探究一个制度的渊源不仅可以明了其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为其明确今天之存在价值。
由于史学的研究需要丰富而准确的史料，而且《俄罗斯民事检察制度研究》的着重点并不在于对历史
的描述，因而只是试图勾勒出民事检察制度一个大致轮廓。
笔者力图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寻找在中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前苏联印记。
　　《俄罗斯民事检察制度研究》运用的另一主要方法为比较研究的方法。
通过前苏联与俄罗斯联邦、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比较，探求民事检察制度发展轨迹及有益启示。
一方面，通过俄罗斯联邦与前苏联之间的比较，廓清目前俄罗斯联邦民事检察制度对前苏联民事检察
制度的继承与改革之处，并探究其继承和改革之原因，力图从中发现民家机关以及国家权力体系中的
地位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认识。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俄罗斯检察机关特殊的监督权能使其
虽游离于三权之外，却又与它们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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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次，如果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权力机关，不会有学者反对。
学者们普遍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俄罗斯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有其独特的意义。
在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巩固法制和社会秩序、促进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发
展方面检察机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学者们对于检察机关所拥有的监督权能并没有异议。
也就是说，目前在俄罗斯，检察机关的监督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不仅立法有明确的规定，而且理论界
和实务界对此已达成共识，有一致的理解和认识。
从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主张检察机关为独立的国家机关，还是认为其从属于其他权力机关者
均认为检察机关是监督宪法以及其他生效法律在俄罗斯领域内有效实施的机关，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措
施清除违法行为，无论它来自哪里，由谁作出。
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监督权能使之成为权力分立体系中“专门”的制衡器，以平衡俄罗斯不平衡的权
力分立体系。
 在同样将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为监督的我国，其地位又是如何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
督机关，与人民法院、人民政府共同形成人民代表大会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体制。
国家权力统一由代表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各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下，各司其职
。
国家机关之间没有权力分工，只有职能的不同。
也就是说，在我国检察机关是不受其他机关干涉、由人民代表大会领导的独立国家机关。
它的主要任务和职能就是通过行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国家的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打击反
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
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
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比较中国和俄罗斯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可以发现，两国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均将检察机关定位
为国家权力机关，并赋予其以监督职能。
中国与前苏联检察制度之间的亲缘联系以及俄罗斯与前苏联之间的继承关系是造成目前中俄两国检察
制度相似的主要原因。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比较中俄两国检察制度时，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问题：俄罗斯与中国的政治体制
是不同的。
因此，两国检察制度的相似性除了表明中俄检察制度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外，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具体
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这为我们比较和分析不同政治体制下类似的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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