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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法院和检察院组织制度、职能和管理及保障，突出了基本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既考虑
到体系的完整性又强调其特殊性；既有对现行法律规范的诠释，也有对现实制度的反思。
本书也是我们对司法制度改革的一种探索。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人民法院性质和任务、组织和职权、审判机构和审判组织、基本原则和制度、法官
的职责、权利和义务、法官的任职资格、法官的任免、法官的管理、法官的保障、法院的其他工作人
员；检察院组织法的历史渊源、类型和结构，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法律地位和领导体制，检察机
关的组织系统和内部机构、职权和活动原则，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检察职
能及其程序以及检察机关的其他相关制度，共25章。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警察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在职人员专业培训用书，并对从事司法机关理论
研究及实务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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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
在这部《宪法》中，把人民法院从同级人民政府中分离出来，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
作用。
在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4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
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
权利的人除外。
”这项规定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的。
鉴于当时的法律人才状况，还不可能对审判人员的文化、业务条件提出具体要求。
但是由于进人的政治质量把关很严，加之对审判人员的大力培训，法院干部学习业务之风甚盛，审判
人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成了一支适应当时审判工作需要、精干的审判人员队伍，这支队伍成为今后
一个时期的审判工作骨干。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状况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在“文革”时期法院被砸烂，一部分审判人员也
散失了。
　　“文革”以后，国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同时也通过了我国第二部《人民法
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4条规定担任审判人员的条件与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完全相同，
这也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况而决定的。
当时，我国的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停办多年，法律人才出现断档，原有的审判人员又难以全部招收
回来。
尽管如此，第二部《人民法院组织法》出台，大大促进了审判队伍的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法院建设包括队伍建设也在加快，法学教育迅速发展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中，在第34条担任
审判人员条件中增加一款：“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这项的修改对审判人员的要求提高了，从立法规定来看，对法官的任职资格中虽强调了专业知识，
但要求的具体标准不明确。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法机关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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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