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尚未完成的机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个尚未完成的机关>>

13位ISBN编号：9787801859211

10位ISBN编号：7801859219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中国检察出版社

作者：万毅

页数：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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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尚未完成的机关>>

内容概要

　　检察制度是在自由主义思潮下于近代萌芽的新产物，不同于法官或行政官具有长久传统下的固定
典型，检察官是一个难以清楚定位的、立法例上可以有不同设计的制度，而欧陆法律界花了将近一个
多世纪的时程.其间并经历封建帝制或集权政治的洗礼、考验，至今仍未有满意答案，德国法学大家罗
科信称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机关、检察制度本身仍是一个尚在不断发展、完善中的制度，许多问题很
难在当前就得出一个明确、肯定的结论，执着于桌一问题的答案，可能反倒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倒是
容易引发意气之争），我们应当绕过这些问题，只要不违背检察制度设计的“底限正义”，不背离检
察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应当容忍在具体制度和程序设计上的多元化立场以及多样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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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毅，1975年生，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助理、检委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职务犯
罪预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与司法制度，已出版学术专著六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代
表作为《超越当事人／职权主义：底限正义视野下的审判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程
序正义的重心：底限正义视野下的侦查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底限正义论》（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论盘查》（《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刑事诉讼解释论》（《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论刑事诉讼中的“底限正义”》（《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判决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制度研究>
（《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
题各一项。
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007年）、中国法学会第一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
专著类二等奖（2007年），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三等奖（2003年
、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2005年），宝钢教育奖（2004年），上
海市法学会青年课题一等奖（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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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法律监督”与‘“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　　一个比较法解释的范例　　（一）比较法
解释的样本：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功能　　在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将
检察官的基本功能定位为“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
所谓“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是指“作为法律之守护人，检察官既要保护被告免于法官之擅断，亦
要保护其免于警察之恣意”①。
即检察官既要监督法官，又要控制警察，对两者分别实施法律监督。
这一功能可以追溯到检察官角色的起源。
　　法国是现代检察制度的滥觞之地。
正是在法国（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德国、芬兰、意大利、俄罗斯等欧陆国家相继采行了检察官制
度，由此汇聚而形成了具有大陆法传统和特色的检察制度谱系，随后又散播至英美法系国家，并辗转
流传至亚洲各国。
②从思想渊源上看，欧陆启蒙先贤创设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改造纠问式诉讼制度、防止法官集权擅断。
封建时期的法国曾长期实行纠问式诉讼，这与其政治架构上的集权特征是内在一致的。
“从政治上看，中央集权国家的领导者一般都热衷于纠问式诉讼，尤其是在政治制度具有专制倾向时
，以及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为，纠问式诉讼所要做的正是要竭力防止由于过分尊重个人权利而不能确保对犯罪人进行追究的情
形发生，况且一个坏人也不值得受到给予一个公民的全部保障。
”③纠问式诉讼所注重的是控制犯罪的效果，而非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甚至不惜牺牲个人权利只
求有效打击犯罪，为此，刑事追诉权最好集中在主导程序的法官（纠问官）身上。
正是依循这样的逻辑，纠问式诉讼中的法官集侦、控、审三大职能于一身，拥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
他在自侦自查的基础上自诉自审，任意决定诉讼进程；在他的面前，被告人几无权利可言，不能对法
官的侦查活动产生任何影响，仅仅只是一个“程序对象”（法官的工作对象）而已，①“个人的权利
被牺牲得一干二净”。
②然而吊诡也是更为可悲之处在于，由于刑讯逼供的盛行，纠问式诉讼实际上根本无法有效地打击犯
罪，因为“通过酷刑拷打取得的忏悔常常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被告的供词以及收集到的控诉都会使法庭走入迷途”。
③正因为如此，自18世纪下半叶起，法国的自由派人士以及信奉自由思想的法学家不断以民主、自由
、权利为基点对纠问式诉讼制度进行批判，孟德斯鸠、贝卡利亚、当时的法国总检察长塞尔万都起来
严词抨击刑讯拷打以及诉讼程序所导致的不平等，尤其是对专断行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④在这些批判声中，一个观念逐渐凸现并被人们广泛接受，这就是：刑事程序不应当仅仅考虑惩罚犯
罪人，还需要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司法官不应当成为王权的工具和爪牙，更应当担负起代表国家公益
、维护社会正义的使命。
人们达成共识：法国的纠问式诉讼制度亟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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