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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现代公诉制度简介 从历史进程看，相对于审判机关和警察机关，检察机关产生的时
间要短许多，而且与审判权和侦查权产生、发育和存续的稳定性相比，公诉权属性具有变动性的特征
，公诉制度在当代各国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分析、比较不同国家公诉制度的形成及内容构造，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有中国特色公诉制度的理解和把
握：一方面，国家制度观念对公诉制度的产生和变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为公诉权的产生与运作
提供了价值定位和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公诉制度的真正基础是公诉实践而不是国家制度观念。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公诉制度是国家制度变迁与国家制度观念，以及公诉制度实践、理性构建与自然
演进对立统一的过程。
 受篇幅所限，本节将重点考察欧陆、英美及社会主义国家中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的公诉制
度。
有关我国公诉制度的特点，本书将在后文作专门阐释，故此处仅概要叙述我国公诉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
 一、现代各主要国家公诉制度的演变 公诉，相对于自诉而言，是指由专门的机构代表国家提请法院
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制度。
这一制度滥觞于法国，后被英美法系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借鉴和采纳，成为当今世界
各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公诉制度 在法国历史上，作为后来专司公诉权的检察官，最初的职
能是国王及贵族的私人代理人，其参加诉讼并不具有公诉的性质。
1670年，法国国王颁布刑事敕令，明确规定：在最高审判机关设置检察官，称总检察官，下设检察官
于各级法院内部。
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设置实行审检合署的开端。
该敕令同时规定，检察官的职责不仅仅限于通过诉讼保护王室利益，而且具有对一切刑事案件行使侦
查和起诉的权力。
以此为标志，法国的检察官制度基本形成。
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制宪会议于1790年将原来的国王代理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仍由国王任命的国王
委员，专门掌管向法院请求法令的适用与判决的执行；一种是由人民选举的公诉官，专门掌管在刑事
法院进行追诉辩论。
由此，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控审分离原则确立下来，以检察官为主体的现代公诉制度随之诞生。
特别是1808年拿破仑颁布《刑事诉讼法典》，明确采用控诉原则，原来为王公财产利益执行私权追诉
的家臣正式蜕变为为国家公共利益追诉犯罪并执行公诉的官吏，从而开创了现代公诉制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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