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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益分配的失衡、贫富分化的加剧关乎社会稳定与百姓安居乐业。
《经济法文库（第2辑）·经济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利益衡平的视角》以此为视点，从利益衡平与公
正执法的关系人手，对经济行政权法律监督的利益衡平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是朴素正义等法哲
学概念的提出应合了时代命题，奠定了本书的理论价值。
在此基础上，本书立足检察工作的改革实践，对经济行政抗诉、民事督促起诉、经济行政公诉、经济
行政执行权监督、非诉讼模式行政监督的制度重构给予了全面展示。
最后，以制定统一的法律监督法之议题来探索经济行政权法律监督的立法完善。
本书富于思辨而充满激情，逻辑严谨而行文流畅，系统完整而独到新颖，填补了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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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雪樵，1966年生，浙江吴兴人，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现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检察学会民事行政检察、金融检察专委会副主任，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省刑法学
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成果：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一篇，知名期刊发表文章数十篇，其中在《检察日报》、《
法制日报》、人民网、搜狐、新浪、凤凰网站连载的《科学执法的本源--朴素正义》系列文章在法学
界具有一定影响，主持完成“法律监督立法”等前沿理论的省部级重点课题，获省部级表彰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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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应当改造再审抗诉权，完善行政诉讼再审抗诉的程序。
第一，改变再审抗诉权提起的级别，赋予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的抗诉权。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有权提起抗诉。
司法监督权的任务首先是监督同级司法权，然后才是监督下级司法权。
司法监督权的对象主要是同级司法机关，次要才是下级司法机关。
如果规定法院只受上级检察院的监督，同级检察院无权监督同级法院，则违背了设立司法监督权的初
衷，不符合我国的权力架构体制。
第二，规定接受抗诉的法院必须亲自审理再审案件，不能交由下级法院审理。
《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
”这样规定，一是违反对等原则。
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都是权力机关产生的司法机关，法律地位平等，同一行政区划级别上的两个机关
司法级别同等。
作为被监督者的审判机关有义务亲自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纠正本院和下级法院的错误裁判。
被监督者把自身承担的义务转嫁给下级机关，是蔑视监督权权威的表现。
二是违反平等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181条第2款规定：“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
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
人民法院再审。
”第178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这就决定了因当事人申请而再审的案件至少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而因检察院抗诉而
再审的案件则有可能由基层法院审理。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地位至少应当不低于案件当事人。
因此，在再审法院的审级上，检察机关至少应当享受与案件当事人同等的待遇。
第三，应当明确规定，再审抗诉没有次数限制。
检察机关对再审抗诉后生效的再审裁判不同意的，有权提请其上一级检察机关向作出再审裁判的审判
机关的上一级审判机关抗诉。
因为一个案件的正确与错误应当有一个结论，法律监督不应当因被监督者的反对而不了了之。
按照这样的程序，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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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利益衡平的视角)》(作者张雪樵)从利益衡平与公正执法的关系入手，对经
济行政权法律监督的利益衡平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是朴素正义等法哲学概念的提出应合了时代
命题，奠定了本书的理论价值。
    本书分为九章内容，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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