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边斋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边斋话>>

13位ISBN编号：9787511823953

10位ISBN编号：7511823955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刘世天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边斋话>>

内容概要

本书透过法律、司法、检察的理论文本和生动实践，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其自身的内在立场问题
揭示出来，注重问题的渐次展开和意思的层层递进。
提出带有批判性的知识问题，给出一个暂时的结论或建议，这只是行文的目的之一，更多地还在于开
放出新的问题，或者是问题束。
尽管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但它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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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世天，1970年国庆节降生于吉林西部草原。
少不更事，一度痴迷古籍与绘画。
后糊里糊涂地开始研习法律至今，发表论文若干。
从基层干起，有三级检察院工作经历。
现任吉林省检察官协会副秘书长、省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省检察文学艺术联合会副秘书长
、省首批检察业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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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是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但两者间还
是有较大差别的。
中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间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
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这样的法律规定，决定了公安机关对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拥有决定权；除了申请逮捕需要检察机关审批
、提起公诉需要检察机关审查以外，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以及案卷材料的制作几乎都不受检察机关的
约束。
检察官在如此情境下，能否恪守客观性义务？
有学者指出：“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官所收到的案卷材料，一般都是经过侦查人员筛选和过滤的笔录
类材料，而且大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
在很多情况下，侦查人员收集的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都没有被载入案卷，当然也就不可能
被移送检察机关了。
不仅如此，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官基于在法庭上顺利开展公诉活动的需要，也会对自己补充侦查的证
据材料采取类似的做法，从而有选择地将证据笔录附入案卷之中。
结果，一些有利于被告人但不利于公诉方的证据材料，经常被检察官有意无意地放置在案卷之外，无
论是法官还是辩护律师都根本无法查阅到这些未置于案卷之中的材料。
”二是宪法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检察官）之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和使命，但至今还有
两个关键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一方面，定位问题。
尽管在上文中提及与域外相比，中国检察官的角色定位足够明晰，我国宪法和一些基本法律规定了检
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对法律监督的概念、性质、效力、使命等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系
统的建构，致使宪法和有关法律在法律监督方面的规定过于抽象和笼统，人大的最高法律监督权和检
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之间的关系没有加以厘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地位和效力也没有具体规定，这
就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概念和效力范围始终处于一种混淆状态。
因而无论在立法规定中，还是在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内容不系统，手段不完整，规定难
落实，已成为普遍问题。
另一方面，授权问题。
主要包括在规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限时出现了条文含义不明晰、权限范围不确定、实务操作不规范
等缺陷，诸如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能规定得过于笼统、监督内容出现空白、监督限制设置不当、监
督措施软弱无力，等等。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能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行使，使得检察官履行客观
性义务遭遇法律“瓶颈”。
三是检察机关内部现行的考评机制还不尽科学。
我们的检察官为什么作为法律监督者，还不能像大陆法系国家的同行那样，充当客观性义务的践行者
，而时常扮演片面的“追诉狂”呢？
除上述分析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外，再有就是检察官出于趋利避害的功利考量。
如果审查逮捕、公诉成功，达到追诉预期，检察官就会得到肯定评价。
反之，检察官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案件，一旦出现了问题，特别被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被法院
作出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检察官都会因此受到不利的业绩考核结果。
在泛行政化管理的检察系统，其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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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边斋话》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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