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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是契合中国现实需要的制度措施。
该制度的设立及践行，对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的合法依规运行及民事行政诉讼裁判结果的公正达致起到
了重要保证。
但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遭遇了种种障碍。
造成现实困境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立法上存在不足是其主要原因。
完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应秉承以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实现公平正义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运行机制为总体目标，以法律至上、全面监督、程序本位等为
监督理念，进一步完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力的立法，设计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的具体运行
机制，着力处理好检察监督权与民事行政审判权、当事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的民事行政诉
讼检察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法律制度上的支持。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研究》从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概述、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检察
监督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其立法原因、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完善等方面对民事行政诉讼检
察监督制度进行阐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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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撰写专著2部，参编教材、教辅类用书6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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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代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价值及功能
　一、现代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价值
　二、我国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现实功能
　三、强化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功能
　四、现代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功能
第七章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的权能配置
　一、我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的权能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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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五）难以改变审判人员“自家说了算”的执法定式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
监督，除了抗诉之外，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别的真正有效的其他监督手段，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只是检
察机关单方面的规定，还不具有很直接强有力的法律效力。
抗诉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对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这种监督取得的实际效果是建立在法院是否认可并对抗诉案件的裁判结果是否施以实质性
改判的基础上。
因为针对错误的人民法院的裁判是否纠正以及如何纠正，最终还是法院一锤定音，由人民法院说了算
。
而人民法院该如何说，目前看来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方面的支持。
再加上有少数法官对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调研工作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人民法
院享有立法上承认的独立审判的权力，无须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个别法官则极端地认为检察机
关对民事行政诉讼进行检察监督是在找人民法院的“麻烦”，不能正确对待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诉讼
检察监督。
最终在有的时候可能造成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裁定的监督，即便是启动了再审程序，相当一部分
案件的再审还是以维持原判而告终；有学者认为，抗诉对法院来说是一种软监督，最终的结果往往是
你抗你的，我判我的，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普通民众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
作的质疑和不认可，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推向较为尴尬和无可奈何的境地。
 （六）专业人员匮乏，难以应对当前繁重且日趋复杂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 一直以来，由于
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常偏向刑事案件，包括对刑事案件的刑事侦查、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二审
抗诉、再审抗诉和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的法律监督。
因此，民事行政诉讼检察部门自设立以来，长期处于较弱势地位，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能承担的部门
人员较少，业务也不多。
这直接导致了以下几个不良后果。
首先，在检察理论的研究方面，我国对检察监督理论的研究总体上说取得了丰硕成果，较好地指导了
检察监督立法的完善和检察监督制度的实际运行，但关于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理论的研究成果，数
量上较少，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更少，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的理论水平始终不能得到提高和
发展；其次，在检察监督实务工作方面，民事行政诉讼检察部门很难配备精通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
法、行政法以及行政诉讼法的专门人才，使得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难以得到保证；最后，
由于理论上和实务上的力量与水平都难以与法院民事审判部门相抗衡，不仅现在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
监督工作处境困难，随着民事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将更难以跟上形势
的发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研究>>

编辑推荐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研究》从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与本课题相关的学术
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成果的表现形式有学术论文、专著、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诗文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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