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务>>

13位ISBN编号：9787801859518

10位ISBN编号：7801859510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于天敏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09出版)

作者：于天敏

页数：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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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务>>

前言

我国宪法和法律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
围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是检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关于法律监督的著述颇丰，但是专门就某一类型刑事案件法律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
究的专著尚不多见，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天敏副检察长为课题负责人的课题组经过认真研究，写出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践》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
近现代以来，关于死刑的存废一直是刑事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就我国而言，总体上看，现阶段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条件，因此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坚持“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保留死刑并严格限制适用死刑，才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而要实现严格限制和正确适用死刑的目标，除了政策指引、立法规制等措施外，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
法律监督职责，强化检察机关对死刑案件的法律监督，从而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也是十分重要的措
施。
死刑案件，由于牵涉到应否剥夺被追诉人的生命权利，较之其他刑事案件具有其特殊性。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较之其他刑事案件法律监督也有其特殊性。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践》一书以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为依托，重点针对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
论与实践的有关专门性问题进行研究，由此而成其脉络，也是其亮点。
该书的撰写，注意了结构的合理性、内容的必要性，也注意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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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务》是我国第一本由检察实务部门撰写的、针对死刑案件法律监督
的诸多理论问题和实务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务》分别就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的基本内涵和法律依据，死刑案件法律监
督的价值、基本特点、基本原则、基本方式，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的实体问题、证据问题、程序问题以
及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的机制问题等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务》选题新颖，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行文流畅，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强调对论题的实证分析，有不少创新之见，对于检察机关死刑案件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和相关制
度的完善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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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完善第十章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机制一、死刑案件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　缺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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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三)　公诉、审判衔接工作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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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死刑案件进行法律监督既是人民检察院的权力也是职责。
任何权力都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的原
则和方式、程序均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
超越宪法和法律，越权监督，肆意干涉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或无限制地增强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控制都
有可能造成放纵犯罪或屈法误断的恶果。
同样，任何职责都有底线，这个底线也由宪法和法律给出，置法律规定于不顾，徇私枉法或玩忽职守
，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监督职责，都有可能导致错判，枉杀人命。
政策对法律存在思想内容上的指导和被指导关系以及规范效力上的约束与被约束关系。
前者指“法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必须以党的基本政策为依据”④，后者指党的政策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的
规定相冲突，政策的指导作用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来实现。
在我国，政策与法律在根本上是高度一致的，法律的制定，体制制度的构建都必须贯彻相应的政策。
在死刑问题上，无论是定罪量刑还是死刑监督，都要贯彻我国现在的刑事政策。
近年来，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
出和刑事政策的衍进，我国正在迅速形成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以“严
打”为刑事打击政策和以“宽严相济”为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多层级格局。
“严打”侧重于运用侦查措施，揭露和证实刑事犯罪，属于刑事打击政策，决定着打击刑事犯罪的范
围和力度；“宽严相济”侧重于运用刑法措施，处理和惩罚刑事犯罪者，属于刑事司法政策，决定着
处理刑事犯罪者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二者之间相互区别，相互联系，是惩办与宽大基本刑事政策两方面内容的具体化。
与这样的死刑政策相适应，在立法废除死刑前，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对死刑进行严格
的司法控制便成为题中之义、必然之举。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是对死刑进行司法控制的一种有效方式，是死刑司法控制体制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
人民检察院在针对具体个案履行监督职责时一定要认真贯彻我国的刑事政策。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传统和思想观念的阻碍，我们贯彻现行刑事政策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例如，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强调对严重治安犯罪的打击态势，容易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我国的
刑事政策特别是在惩治重大刑事犯罪方面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导致检察人员害怕在适用死刑方面出
现打击不力的局面，在这种观念的支撑下，死刑的法律监督很容易成为一种无处落实的苍白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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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06年度重点研究课题“死刑二审案件法律监督问题研究”的拓展成果，也
是重庆市检察系统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的理论性学术专著。
2006年，以我为负责人，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公诉二处具有较强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
的业务骨干为成员的课题组，成功地申报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该年度的重点研究课题“死刑二审案件
法律监督问题研究”。
经过课题组的努力，该课题已顺利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专家评审，其成果也于2007年10月
公开发表在徐静村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第六卷)中，获得了较好的学术评价。
在“死刑二审案件法律监督问题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发表之后，经我提议，课题组讨论后一致认为
对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的研究不应当仅限于在二审程序中的法律监督，而应当扩大视野，故而成就本书
。
本书在对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的内涵、价值、特点、原则和方式充分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侦查
、提起公诉、一审、二审、复核、执行等诉讼程序，对存在实体问题、证据问题、程序问题、复核问
题以及机制问题等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
这一方面是基于对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总结，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引起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对死刑案件法律监督问题的关注。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克服了诸多困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最终圆满地完成了写作任务。
本书的出版，是课题组全体成员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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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死刑案件法律监督理论与实务》选题新颖，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行文流畅，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强调对论题的实证分析，有不少创新之见，对于检察机关死刑案件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和相关制
度的完善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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