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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
然而，最近以来，出现了质疑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论点。
本书从多方面论证其不合理性。
　　　　关于检察机关定位。
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而非行政机关。
司法权的本质特性是国家强制性，如果把司法权狭窄地理解为审判权，必将割裂整个诉讼活动的整体
性。
　　关于检察机关性质。
检察机关非纯粹的公诉机关而同时是法律监督机关。
公诉人在追诉活动中不存在“利害关系”，不会影响到控辩双方的平衡，这种监督方式由于其亲历性
可以大大提高诉讼效益。
　　关于检察机关逮捕权。
不应该实行预审法官签署逮捕令的“令状主义” ，否则与审判活动的被动性不符，并将产生新的法官
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问题。
　　关于检察机关的侦查权。
检察机关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使司法弹劾权，体现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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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问题的提出绪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是我国宪法根据我国的国家制度与政治制度，
对我国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作出的法律表述。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和遵守法律情况，维护法律正确、统一
实施的一种权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
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然而，在当前的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讨中，出现了质疑宪法所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观点。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既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又承担公诉职能，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合二
为一，违背了控辩平等原则，阻碍国家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如果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的同时还享有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权，就如同一场竞赛中一方运动员享有对
裁判的监督权，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就会受到质疑，国家司法权威即受到影响。
一言以蔽之，检察机关应当是纯粹的公诉机关，在诉讼中只应当为诉讼一方当事人，不应该同时履行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主张将检察权定位为公诉权，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刑事诉讼当事人。
与此相适应，主张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进行大调整，如将批捕权移交给法院行使，取消检察机关直
接受理侦查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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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冉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5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
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
然而，最近以来，出现了质疑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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