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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认识王晓霞博士只有4年多的时间。
第一次见面是在2004年的夏天，我应邀给赴美、英、德三国培训团的检察官讲课，课间，她向我请教
了一些问题。
坦言之，当时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所提的问题我也记不清楚了。
后来，她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而且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这才使我记住了她的名字。
2005年的夏天，我应邀到杭州市法院讲课。
晓霞在检察院工作，得知了这个消息，便前来见我，正好法院安排我在讲课之余到新开发的西溪国家
湿地公园游览，她便一同前往。
“西溪湿地”位于杭州市区西部，距西湖不到5公里。
那里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而且就在城市边缘，确实很有特色。
那天下午，细雨蒙蒙，游客稀少，我们乘船在那纵横交汇的河流与湖塘中游弋，观看各种植物和水鸟
，以及秋雪庵、梅竹山庄、西溪草堂等隐士遗迹，颇有悠闲自得、回归自然的情趣。
其间，晓霞向我询问博士生学习的注意事项，并且向我“汇报”了她的个人情况。
于是，我得知她已经在检察机关工作十多年，主要从事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当时我就想，她这样一个说话很有些拘谨、看上去也很柔弱的女子，如何完成那些艰苦的调查取证工
作，如何审讯那些涉嫌职务犯罪的官员？
后来，晓霞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习，我们接触多了，我渐渐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
格的女子。
也许，正是她的执著和毅力，才使她得以在本职工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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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比较研究：以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为视角》共分6个章节，主要以侦查权的优
化配置为视角，对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作了比较研究，具体内容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概述、我国职务
犯罪侦查制度的历史考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横向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纵向配置、职务犯罪特别
侦查权比较研究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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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霞，女，浙江省东阳市人。
1992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3年10月，获美国天普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8
年7月，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92年至今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主要学术成果：在《人民检察》、《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法制日报》、《证据学论坛》、《
公安学论丛》、《刑事诉讼法论丛》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各类科研成果奖3项。
参与编写《外国刑事司法制度》(中英文对照)、《中国的陪审制度向何处去》等著作，参加“刑事错
案实证研究”、“陪审制度比较研究”、“检察制度比较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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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　我国现代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同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作斗争，早在民主革命时
期，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惩治贪污、渎职等行为的文件和规定，对职务犯
罪行为严肃查办。
1931年中央苏区设立了工农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务人员正确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消除阶级异
己分子、贪污腐化分子以及动摇分子和消极分子等。
1933年中央苏区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条例，1939年陕甘宁边区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
均规定由检察机关侦查贪污等犯罪。
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以政令形式确认检察机关查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力。
由于这一段时期.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侦查过程中也出现过轻信口供、轻易捕人的现象，为此
，人民政权多次通过颁布法令和制定政策等各种方式强调要坚决杜绝刑讯方法。
大体上来看，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由于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结构比较简单，尚未成
型，但其为新仁Fr国成立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作为中国反贪污贿赂机构，其领导体制随着历史环境的不同经历多次变化
。
随着检察机关的沉浮可分为初创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断和恢复阶段（“文
化大革命”时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重建和发展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1997年刑
事诉讼法的修订）、创新发展阶段（从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到现在）四个时期，其间有不同的表现
。
2.3.1 初创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下设最高人民检察署为新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
织条例》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提起公诉”，但当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还没
有实行侦查权限的划分。
195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署李六如副检察长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检察机关
首先要“注意检察贪污案件”、“注意检察违法乱纪侵犯人权案件”等任务，初步指明了检察机关侦
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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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2年，我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成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主要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多年的侦查实践，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职务犯罪侦查的困难——犯罪手段的高隐蔽性和高智能化、侦查
措施的有限和低科技含量、侦查过程的干扰多阻力大等，使得案件发现难、突破难、深挖难、认定难
。
在全球和区域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形势下，国外职务犯罪侦查制度到底如何？
美国等当事人主义国家如此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他们又如何有效地侦查职务犯罪？
带着种种疑问，我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比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本书的写作，就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事实上，对于我来说，选择该课题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加之各国国情不同，司法体制各异，职务犯罪的称谓、内涵以及
侦查机构的职能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尽管我收集了大量资料，但真正动手写作时，才发现国外并没
有现成的英文比较研究成果，而且国外学者的研究焦点与国内的实际需求大相径庭，相关有分量的中
文资料匮乏，我在撰写中常出现无从下笔的感觉。
在论文写作期间，我还参与了5起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杳，经常加班加点和出差，论文写作往往只能在
夜深人静时进行。
带着怕辜负单位领导和导师期望的惴惴不安，在读书太浅、法学理论功底薄弱的惶恐困苦中，我像一
只狂奔的蜗牛，时时觉得力不从心，却坚定执著，不曾停歇。
虽然有着不少遗憾，如国外职务犯罪侦查的历史由于缺乏资料而无法深入考证，写作中材料运用多于
理论分析，一些观点和问题的理解可能存在谬误和不足。
等等，但无论怎样，我最终如期完成了本课题的研究，希望它能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完善
及理论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此，也敬请各位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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