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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检察制度是世界各国都具有的司法制度。
由于各国检察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传统文化不同，因而在具体制度设计和对这一
制度的法律地位、职能的确认上有所不同。
中国检察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相适应。
正是这一特色决定了中国检察制度的理论研究不能以西方国家检察制度理论为模板，更不能在制度构
建上照搬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
2006年6月，由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主持研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原理”，是最
高人民检察院确立的重大理论课题。
为了顺利完成这项课题，樊崇义教授和项目组的同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和探讨，并邀请中国政法
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深圳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举行了专题研讨会。
经过两年多的潜心研究，反复修改，形成了颇具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鲜明特征的本书。
这部专著集中研究了以下重大问题：一是中国检察制度的原理问题。
这是研究中国特色检察制度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原理是一个制度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只有把握了原理才能对制度作出整体性的认识，才能准确认识制
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检察制度也是如此。
作为一种制度存在，检察制度有其理论体系，相应地也有其制度原理。
制度要改革，理论必先行；理论要深化，原理为中心。
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是解决检察制度的本源问题，是厘清中国检察制度的法理基础问题，是研究
我国检察机关各项权能设置与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中的“中国特色”的具体指向以及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原理的内容设置及逻辑体系问
题，是这一项目研究的重点。
没有坚实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知识大厦，因此，这一项目选择了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原理作为研究
对象，并将其按照制度基础、制度功能、制度程序和制度运作的逻辑结构，概括为七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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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历史分析、中外比较以及系统论证，提出“法律监督”是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本质属性。
该书以七大具体原理为切入点，强调与论证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
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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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当性质疑    (二)检察侦查程序的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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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检察权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
从现代各国的权力架构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权力结构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平面结构模式。
这种权力结构模式可说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制衡理论的典型实践。
这种分权理论认为，国家权力应当分为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应该分别由不同的人
或不同的机关掌握，否则公民的自由便没有保障。
在这种权力结构模式下，这三种权力是不分层级而平行的，在同一个权力平台上，不同的权力主体各
自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在各自的领域内具有最终的权威，同时各种权力主体之间形成法律上的牵制
关系，消灭独尊的、绝对的权力。
这种权力结构的特点在于依据权力在规范运作中的作用将权力予以分割，但这种权力分割又不是绝对
的，在每一种权力有一个中心的同时，规定其他权力的适当介入以防止在一个领域中出现一个独裁式
的权力，另外就是辅之以复杂的制约平衡技术，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互相牵制的平衡关系，防止一种
权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以阻止权力的集中。
这种权力结构的典型是美国。
在美国，根据宪法规定，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权与立法权相互制约，被总统否决的法案不能以三分之二
的多数在国会两院重新获得通过的，该法案就算被取消。
另外，总统还拥有立法建议权，可以通过对国会的劝告施加立法影响，可以取得委托立法权，总统的
行政命令甚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此外，总统任命的高级军、法、政官员，均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参议院可以对总统的违法行为进行
弹劾；总统与外国缔结条约，要经参议院的批准；众议院对行政机关的最大威慑是它掌握着财政大权
，即所谓“国会掌管钱袋”。
行政权与司法权也相互制约，一方面，最高法院的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另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终生任职，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利用自己作为美国宪法最终解释者的特殊地位，以宣布总统法令违宪
的方式牵制行政机关的权力。
立法权和司法权也是相互制约的，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过参议院的批准才能由
总统任命；参议院对高级官员的弹劾之权，施及于法官。
而联邦最高法院可以通过违宪审查权而有权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因违宪而无效。
二是以英国与法国为代表的半平面化权力结构模式。
这种半平面化的概括其实主要是为了强调它们在权力结构上既有类似于美国平面化权力结构模式的地
方，也有不同于后者的地方，在这种模式内部英国与法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在英国，虽然也实行三权分立，也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相互分立与制约，但这种分权是在
形式上维护代议制机关的最高权威的基础上实行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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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制度原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大课题成果。
研人类中群己之界，究法理外天人之际，生学术上鸿鹄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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