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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
经过写作组集体的努力，历时三年，完成了这部探讨检察理论的专著。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新中国四十年来检察实践为背景，并且在广泛涉猎古今中外
检察文献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法律渊源、性质任务、理论基础，以及
检察职能、检察程序、检察组织和检察管理等，本书不仅限于研究诉讼制度中的检察活动，而且从国
家政治制度的更高层次上进行探讨，开阔了检察研究的视野。
贯穿本书始终的主线，是法律监督。
围绕这一主线，本书提出和探讨了若干新的理论观点：1．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探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律监督机制，论述了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监督职能从一般国家
职能中的最终分离和专门化，以及法律监督的层次和结构：国家权力机关的直接监督及其派生的检察
机关的专门监督，两者的相互联系和区别。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共分为五编，第一编总论以新中国（1949年至1990年）四十年
来检察实践为背景，在广泛涉猎古今检察文献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渊
源、法律渊源、性质任务、理论基础等检察制度相关基本理论问题。
第二编职能论——法律监督论、第三编程序论则是围绕法律监督这一主题，从理论层次上论证了法律
监督的本质属性，提出了法律监督权力一元论和法律监督权力多元论、监督法律关系等新观点和新概
念；从实践角度上作者根据对检察机关监督职务犯罪的职能及其经验的研究，从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出
发，提出并论证了司法弹劾制度等若干新的理论观点。
第四编组织论中作者突破了传统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改革意见。
在第五编管理论的论述中，作者本着实现从经验型的检察管理到科学化的检察管理的转变，从优化管
理中提高法律监督的效能，锻炼管理人才的目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管理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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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桂五，法学家。
河南巩县人。
洛阳高级师范学校毕业。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巩县县委书记，巩县县长，中原军区旅工作队队长，华东野战军师卫生部政委、军政治部保
卫部部长。
建国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研究室副主任、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
任、研究室主任，青海省、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检查委员会委员，北
京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中国法学会理事。
著有《人民检察制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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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体制第五编  管理论第二十四章  检察管理概述第二十五章  检察管理的主体、客体与
对象第二十六章  检察组织系统第二十七章  检察管理的方式第二十八章  检察管理的特性与原则第二十
九章  检察管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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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又有自身的历
史连续性。
西方的检察制度和苏联的检察制度，以及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直接和间接地构成我国检察制度的历
史渊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是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思想，结合中国
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
四十多年来，经过了从创建、发展、中断到重建的曲折发展历程。
通过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汲取经验教训，澄清被搞乱了的一些重大原则问，从中得到启示，明确今后
的发展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是以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为根据建立的，我国先后颁行的儿部
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关于检察制度的规定，都是检察制度的法律渊源，法律规定是否完备，直接影响检
察机关职能作用的发挥。
研究检察制度的法律渊源，对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评述，有助于从法律上完善我国检察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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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新中国四十年来检察实践为背
景，并且在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检察文献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法律渊源
、性质任务、理论基础，以及检察职能、检察程序、检察组织和检察管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
制度研究》不仅限于研究诉讼制度中的检察活动，而且从国家政治制度的更高层次上进行探讨，开阔
了检察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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