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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参考大量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概念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宪政的视角探
讨了中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及其权能架构，对于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这种宪政
制度设计，确定检察改革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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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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