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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检察制度肇始于西方，现已成为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制度之一。
检察制度的内容侧重于刑事诉讼，其制度价值主要在于废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刑事诉讼纠问制度，确
立刑事诉讼的权力分立原则，使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能够保护被告人既免于警察之恣意，又免于
法官之擅断。
其实，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刑事罪犯，永远都只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极少数的特殊群
体，并不会决定国家或社会的前途和未来。
然而，任何一项公共制度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均在于它对人文的深切关注。
刑事诉讼制度，不但要保护社会中的守法者和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亦应关注可能或已经受到刑事追
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刑事犯之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不管其身份如何
）都是国家与法律关切的对象，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尊重的价值，善待他人就是关爱自己，而唤醒
罪犯之人性与良知的乃是人道与善待，而非严酷的刑罚。
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升华。
因此，检察官当以追求真实与正义为职业目标，追诉狂热将减损其效用和威信，公正合宜的刑罚才最
符合国家利益和人道价值。
检察制度引入我国始于清末。
其时，封建专制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下开始全面转型，而西方的司法理念和制度之输入，对延续数
千年的古代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造成强大冲击，并推动着司法制度进行全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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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检察权制度研究》将检察制度置于刑事司法的大系统之中进行分析，依此来阐述我国
近代检察制度的引入背景、发展脉络，挖掘检察官与刑事警察、法院法官、监狱官吏以及律师之间的
职责分工和相互关系以及检察权制度顺利运行所涉及的内部监督管理关系和外部行政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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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近代中国检察权制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立足前贤们的初步研究成果，本书做了以下一些新的尝试。
其一，较为系统地归纳我国近代检察权的配置及运行实践，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近代检察权权能配置及
各种具体权能的设计及实践进行归纳及反思。
如前所述，对我国近代检察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学者已多有论述，但就与本书相关的范围而言，仍
失之于零散。
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检察权配置及实践运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对国内研究者尚未
涉及的这一领域进行了初步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思路清理。
其二，在对主要立法文本及官方法律文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其他素材如案例材料的分
析，以丰富对近代中国检察权制度的研究，注重对“社会生活中的法律”进行研究，以多种角度与方
法描述法律与社会的互动，这或许能为以后研究中国近代检察制度提供有益启发。
其三，整理出了一些原始材料。
论文引用的当时判词及案牍、奏折公文等反映立法、执法实践的文献史料，很多是第一次整理出来的
。
特别是本书所整理的30多个相关案例，反映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法律生活中与检察制度相关的部分面貌
，也为以后研究提供了素材。
由于研究能力和水平所限，还有以下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笔者拟在以后的学习与工作中继续深入研
究：一是进行相关制度比较，如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检察制度与近代中国检察制度的相
似和相异之处；二是对近代中国的有关司法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以反映当时检察权制度运行的客观效
果；三是对整理出来的案例与法律文书本身的内容进行深入剖析和法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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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
博士阶段的学习时光许多时候是在惶恐之中走过来的。
既要尽职尽责搞好本职工作，不负国家俸禄，又想按照学校和老师的布置完成好学习任务，不辱学校
学风，只得选择一种自己禀赋中追求的简单生活方式，工作之余，看书学习成为主要内容，日子似乎
有了另外一种快乐。
我本天资拙劣，蒙导师胡旭晟教授不弃收入门墙，悉心启发教导，耐心诱导鼓励，严格要求督促。
在入校之初，导师就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帮助确定了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方向。
确定论文选题之后，从研究资料收集、相关知识储备、文章框架结构、疑难问题解决以及写作方法技
巧等，都一一精心指点，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导师豁达的坦荡胸怀更令我钦佩。
学习期间，胡肖华教授、廖永安教授、刘启良教授、何文燕教授、李交发教授、胡平仁教授、夏新华
教授、张全民教授、邱兴隆教授等诸位老师，都给了我知识的教导，做人的启发，为我的生活立场注
入了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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