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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事诉讼系列：侦查监督制度理论与实践》入选书目的内容全面覆盖
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审判和执行的各个诉讼阶段中的重要诉讼法律制度。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事诉讼系列：侦查监督制度理论与实践》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
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尤其是对管辖、证据、司法鉴定、强制措施适用、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刑事
和解等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力求从多角度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选择方案。
在信息化时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必须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的电子证据的收集、保全、证据规
则、DNA生物证据的运用等前沿问题作出回应，《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事诉讼系列：侦查监督
制度理论与实践》也吸纳了一批介绍国外先进经验，探讨新时期程序法运行中的新问题的具有开创性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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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法国，司法警察在共和国检察官的领导下履行职责。
从法国的法律结构来看，共和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监督中起核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对于所
有重罪或者轻罪，司法警察都必须向共和国检察官报告。
 （2）在调查过程中，司法警察必须向检察官汇报工作情况，其行动结束后，应向检察官送交笔录、
相关文书资料及扣押物品等。
（3）司法警察采取的拘留措施必须报告给共和国检察官，检察官决定拘留程序，确定是否授权延长
拘留时间、可以查看拘留场所。
共和国检察官不但在起诉上（可以将重罪当轻罪处理，以便避开预审程序），而且在将案件移送法官
的问题上，享有极大的裁量权。
此外，法国法律还规定，检察长对其辖区的司法警察官进行评分，而在对当事人作出任何晋级、提升
决定时，检察长的评语都在考虑之列。
在每一个上诉法院的辖区内，司法警察都受检察长的监视，并且受上诉法院预审庭的监督。
因此，法律准许检察长依据其监视权，自行对不履行义务的司法警察成员宣告制裁，收回其原来给予
该成员的资格授权。
需要注意的是，法国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领导关系并不像法律规定的那样明确，实践中也存在司法警
察抵制检察官指挥的现象。
因为在隶属组织关系上，警察由内政部领导，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宪兵隶属于国防部。
不同的机构建制使得司法警察本质上追求的行政部门利益与检察机关的任务和目的有所差异。
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和司法警察之间存在的职责分工也使二者在工作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如司法警察在收集证据时并不像检察官那样关注证据的合法性。
因此，二者在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形成法律规定的和谐关系。
 除了共和国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监督外，上诉法院的预审法庭也可以对司法警察行使纪律惩戒权。
如果司法警察看来有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上诉法院的预审法庭还可以命令将有关犯罪嫌疑人的案卷
移送上诉法院的检察长，以便其作出相应的处理。
 如果司法警察中的某一成员在履行职务时实施违法行为的，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并可能在刑事法庭受
到追诉；如果在履行职务时实施违规行为的，受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向民事法院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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