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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于罪行法定主义，有刑法才有犯罪，有犯罪始有刑罚可言。
基于法治国家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国家刑罚权必须经由法定诉讼程序才能实现；犯罪非依法定诉讼
程序，不得追诉、审问和处罚。
为此，国家设立检察官制度，让检察官基于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替国家行使刑罚权，以追诉犯罪
，保护无辜。
检察权行使的品质，攸关刑事诉讼程序的良窳，而检察官为检察权行使之关键，赋予检察官身份保障
之目的，不在于赋予检察官个人之身份保障，而在于确保检察官职权之独立公正行使，而达到摘奸发
伏和追诉犯罪之目的，并能及时淘汰不适任者。
检察官身份保障如何，实与其在诉讼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其权责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我国正值检察制度变革之际，期盼本书有助于立法及制度的建立。
　　本书除绪论外分为七章。
　　首先是绪论部分，即本书研究的导论，笔者介绍了本书的写作目的和写作安排，包括研究的缘起
和动机，阐释了确定研究对象的理由；界定了研究探讨的范围，并对一些概念进行解释和说明；最后
介绍了相关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以及主要的创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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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权行使的品质，攸关刑事诉讼程序的良窳，而检察官是检察权行使的关键，检察官身份保障如何
，与其在诉讼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本书的核心问题是：我国检察官的角色
究。
竟应如何定位？
其又是否已拥有了身份保障？
如若不然，保障又当如何给予，以使检察官能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客观公正地行使职权，让检察
权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本书主要针对检察官的身份角色进行定位，通过对我国检察官管理制度，包括选任制度、晋升制度、
人事制度以及司法财政预算的现状进行检讨，进而提出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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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检察权行使的品质，攸关刑事诉讼程序的良窳，而检察官为检察权行使之关键，赋予检察官身份
保障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一种配套手段，借由制度的建立使检察官能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客观
公正地行使职权，让检察权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关于是否应赋予检察官身份保障？
学者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赋予检察官终身职身份保障，不仅有诋毁检察官之嫌，且复有腐蚀检
察制度之虞。
惟所谓“终身职保障”，不应拘泥于文义，认为即便是老迈昏庸之人仍不能令其去职；此所以德国对
于终身职法官也有退休年龄的规定，届满一定年龄即应退休，且不得延退。
但建立健全人事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尽其才。
一方面创设公平完善的选任制度来挑选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在任用之后给予合理的身份保障，使其
能安心久任；再辅以健全的评鉴制度，使不适任者去职，以去芜存菁，并确保发挥最佳的打击犯罪之
职能。
是以，赋予检察官身份保障，尚非仅有负面价值。
所应讨论的是，所赋予的身份保障是否能恰如其分地使检察官不受（不惧）外界的干扰，依法独立公
正地行使职权，从而发挥检察权应有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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