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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何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正确地探讨和研究法律监督权应当追寻其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
法律监督权在苏联和我国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即是法律监督权，其建立
的初衷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正确实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受不同时期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法律监督权在宪法定位与具体实践之间存在四次偏离，直到今
天这种偏离依然存在。
目前，法律监督权进行理性回归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我国法律监督权应当跳出当前以打击刑事犯罪
为主要任务的藩篱，回归到其建立的初衷上来；检察机关也应由专门打击刑事犯罪的机关，回归到社
会主义法制的守护者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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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正确处理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一致的，并不发生矛盾。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党对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正是为了更好地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宪法和法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就是党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实现。
反之，如果检察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放弃职责就必然会使党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197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最重要的一套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
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
法机关的职权，首先就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
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相互代替，不应互相混淆。
”t由此可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和接受党的领导并不矛盾，两者是有机的统一。
同时，由于我国政治结构中执政党所发挥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的领
导，有助于检察机关正确贯彻国家政策，有利于排除各种干扰，改善执法环境，维护司法公正。
”　　（3）完善人大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与监督。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议行合一”的权力机关，由其直接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
行使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
由此可以看出，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是从人民代表大会权力中分离出来的，因此，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对
检察机关进行领导和监督，但这种领导和监督通常是从宏观方面进行的。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人大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进行直接具体的领导和监督，引起了法学界的争
议，人大这种微观的领导与监督方式有干涉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之嫌。
不断完善人大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和监督方式，已成为我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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