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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八章。
研究了检察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其中无论是宏观的或是微观的问题，都对检察制度发展和改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也是无法回避
的。
本书从检察工作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运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剖析，并提
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本书内容观点鲜明，材料翔实，切中时弊，具有理论上的新颖性、独创性。
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学生学习的辅助性教材，也可以作为关注检察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的广大理论工
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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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卫平，男，1962年11月出生，河南西平人，1983年郑州大学法律系毕业，在读法学研究生，法
学副教授。
现任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司法管理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省级文明教师；律师学科带头人。
长期从事诉讼法、司法制度、检察学教研工作。
中国法学会会员；郑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四届委员；郑州审法学会副秘书长；平顶山市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省律师学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郑州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金学苑律师事务
所执业律师。
2000～2002年在全国模范检察院--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
　　在全国及省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30余篇。
主编、副主编、参编国家级、省级教材共10部。
主持、参加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项；其他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10项。
　　受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和河南省司法厅的委托，先后主持参与了《河南省司法鉴定
条例》、《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草案）的起草和论证工作。
获河南省司法厅2002年度“个人三等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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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创设的价值所在，也是司法工作永恒的追求和目标。
司法腐败必然导致司法不公正。
而当前司法实践中，权力案、人情案、金钱案都已司空见惯，人们已经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司法受制于地方行政必然导致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正。
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衣、食、住、行皆赖于地方提供，国外学者汉密尔顿早已有了“谁控制了生存
条件，谁就控制了他的意志”的著名论断，司法人员的意志受到行政当局的控制，司法人员端了人家
的饭碗，哪有不看人家的眼色行事的道理？
另一方面，各种诉讼都直接与地方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刑事案件中，作为被告人有一个荣誉问题和利益问题；作为被害人时，有补偿问题。
而经济、民事案件更是与地方行政当局息息相关。
作为原告，有一个利益得到维护的问题，作为被告，有一个利益受到损失的问题，这都不能使地方行
政当局坐视不管，行政诉讼更能说明问题。
现在的行政诉讼不但数量大幅度下降，而且无果而终者，甚至用撤案等结案的也大量存在。
这些都与行政上的施压大有关系。
这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所作的分析。
事实上，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远不止如此。
有的地方当权者将司法机关当作其谋私利的工具，任意干扰办案活动；有的给检、法两家下达创收任
务，使其明知违法而行之；有的将司法机关变成压制异己，维护家长制的机器。
这不是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检察机关无能，而是地方领导以“稳定”为由，以“保护干部”为名
施压的结果。
这种做法被理论界讥讽为“抱着猫捉老鼠”，检察机关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如愿。
与此相反，某些敢于与地方领导公开唱对台戏者，其最终的归宿可能就是被“地方领导”命令下的检
、法二家找出犯罪“证据”送进看守所。
可以说，地方保护主义机制下的司法必然伴随着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正（包括实体和程序上的不公正
），而建立司法管辖区制度，将从根本上铲除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正问题。
　　第四，建立司法管辖区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
这是因为，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泛滥成灾，已经成为社会病疾和引发更多社会不安全的隐患或导火
索。
司法不公导致无穷无尽的诉讼和上访，并导致局部动乱局面的出现。
因此，建立司法管辖区制度，更能促进社会稳定。
　　建立司法管辖区制度，不但有必要，而且还有现实可能。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本身就不是“本土资源”生成的，而是借鉴和学习的结果。
从清末的司法改革到新中国建立后对国外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我国的司法制度移植于外
国已有的成功范例。
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看出，我国对司法制度改革具有现实的可能。
因为：首先，司法改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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