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及职权配置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及职权配置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2045250

10位ISBN编号：7562045259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秋卫

页数：206

字数：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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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及职权配置研究>>

内容概要

　　《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及职权配置研究》内容包括：检察权的概念分析、“检察”词源分析、检察
制度起源、大陆法系检察制度起源、英美法系检察制度起源、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起源、检察权的
概念、大陆法系检察权概念、英美法系检察权概念、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概念、检察权的职权配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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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秋卫，1973年11月生，江苏宜兴人，法学博士，现任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苏州大学检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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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检察发展研究丛书总序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学界研究现状
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四、理论目标和结构安排
第一章检察权的概念分析
一、“检察”词源分析
二、检察制度起源
（一）大陆法系检察制度起源
（二）英美法系检察制度起源
（三）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起源
三、检察权的概念
（一）大陆法系检察权概念
（二）英美法系检察权概念
（三）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概念
四、检察权的职权配置
（一）大陆法系检察权的职权配置
（二）英美法系检察权的职权配置
（三）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的职权配置
五、检察权的特征
（一）检察权的国家性和社会性
（二）检察权的多元性和发展性
（三）检察权的程序性和实体性
（四）检察权的独立性和一体性
六、检察权多元化的根源及发展趋势
（一）检察权多元化的根源
（二）检察权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我国检察权的权属定位
一、我国检察体制的确立
（一）检察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引进
（二）法律监督机关的确立
（三）检察权的职权设置
（四）检察权的职能演进
（五）我国检察体制的主要特征
二、学界对我国检察权的争论
（一）检察权属性的争议
（二）检察权受到质疑的基本情况
（三）检察权受到质疑的背景及原因
三、研究我国检察权的理性视角
四、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
（一）我国检察权性质定位的宪政基础
（二）我国检察权性质定位的法理基础
（三）我国检察权性质定位的现实基础
五、我国检察权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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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制衡功能
（二）维护法制统一功能
（三）人权保障功能
（四）维护社会公益功能
第三章我国检察权的多维内涵
一、法律监督的概念及特征
（一）法律监督的概念
（二）法律监督的特征
二、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独特优势
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利于维护法制统一
（一）检察权来源于立法权
（二）检察权保障立法权
四、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利于依法行政
（一）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理论基础
（二）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优势
五、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一）中西方司法体制的区别
（二）检察权监督审判活动的合理性
（三）审判权对检察权的制约
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利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一）检察权对侦查权监督的多重价值
（二）检察权的性质决定检警关系
（三）完善我国检警关系模式的思考
七、我国检察权的司法属性
（一）检察权属于司法权
（二）以检、法双中心确立我国司法体制
第四章我国检察职权配置设想
一、现行检察职权配置存在的缺陷
（一）法律监督权能存在缺位
（二）检察保障机制不健全
（三）检察监督机制存在缺陷
二、检察职权重新配置的原则
（一）合宪性原则
（二）明确性原则
（三）有限性原则
（四）权力制约原则
（五）司法性原则
三、检察职权的完善和规范
（一）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行政公诉权
（二）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调查权
（三）规范检察建议的效力
（四）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督促起诉权
（五）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权
四、检察机构的职能部门设置
（一）设立宪法监督署
（二）设立行政监督署
（三）设立侦查监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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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立审判监督署
（五）设立执行监督署
五、检察权独立的保障机制
（一）检察体制实行垂直管理
（二）实现检察官职权统一
（三）推进检察官职业化建设
（四）检察独立精神养成
六、检察权的监督制约
（一）检察官职权限制
（二）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权的领导
（三）强化权力机关监督检察权的法定性与程序性
（四）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对检察权的监督
（五）完善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和监督机制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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