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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检察工作有其独特的内在运行和发展规律。
发现、研究、认识和掌握检察工作规律，是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检察工作水平，
增强法律监督能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
检察工作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准确把握检察工作的内在规律，深刻揭示检察制度的本质要求
，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创新发展。
　　认知、尊重和顺应检察工作规律，离不开司法实践的总结提炼。
三十多年的检察工作实践，我有幸亲身接触大量的疑难典型案件，直面庭审的激烈辩论，见证法律思
维的形成过程，经历检察改革的发展历程，对检察工作规律、司法基本功能和法律丰厚内涵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和感悟。
于是，就开始了利用“职务便利”，探索检察工作规律的艰辛研究。
　　本书从检察活动基本规律、检察职权配置规律、检察工作管理规律三个不同视角，分别选取检察
职能定位与社会矛盾化解、检察工作一体化、检察案件管理、检察事务管理等当前检察工作中较为前
沿、广受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
研究检察工作规律，最终是要将其转化为可遵循的、对检察工作和检察制度的改革实践起指导作用的
各项检察工作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说，探求检察工作规律的过程，正是一个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把理论抽象成规律、把规
律固定成制度，用以指导工作实践的过程。
希望我的研究，能为推进检察制度创新发展有所助益。
　　研究检察工作规律与机制，找寻我国检察制度创新发展的科学路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既然选择了方向，我们，必将风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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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工作规律与机制研究》从检察活动基本规律、检察职权配置规律、检察工作管理规律三个
不同视角，分别选取检察职能定位与社会矛盾化解、检察工作一体化、检察案件管理、检察事务管理
等当前检察工作中较为前沿、广受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
研究检察工作规律，最终是要将其转化为可遵循的、对检察工作和检察制度的改革实践起指导作用的
各项检察工作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说，探求检察工作规律的过程，正是一个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把理论抽象成规律、把规
律固定成制度，用以指导工作实践的过程。
希望我的研究，能为推进检察制度创新发展有所助益。
　　研究检察工作规律与机制，找寻我国检察制度创新发展的科学路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既然选择了方向，我们，必将风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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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检察机关，长期从事检察业务工作。
现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一级高级检察官，上海政法学院、上海检察官培训
中心客座教授，上海市检察业务专家。
　　已著出版《检察改革理论与实务》、《检察工作创新与机制研究》；合著出版《检察业务管理理
论与实践》；主编出版《修订刑法实务研究》、《新罪名案例选》、《中瑞刑事法中人权保护比较研
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理论与实践》等书。
其中，《检察改革理论与实务》获全国第三届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奖”二等奖（2003年度）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理论与实践》获全国第四届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奖”三等奖（2006年
度）。
另在《法学》、《法学研究》、《中国检察官》、《犯罪研究》、《检察日报》、《上海法治报》等
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并有多篇论文在全国司法改革研讨会、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上获一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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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职权配置规律四、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研究第一节 检察工作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一、检察工作一体化
具备现实的法律依据二、检察工作一体化契合现行的政治体制三、检察工作一体化符合法律监督的特
性四、检察工作一体化适合检察实践的需要第二节 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界定一、检察工作一体化机
制是机制创新还是体制创新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是对原有工作机制的发展完善还是权宜之计三、
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是模式各型还是全国统一第三节 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总体要求一、统一执法理
念二、强化上级领导三、细化协作配合四、优化职权配置第四节 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特有原则一、
信息先导二、指挥灵敏三、上下联动四、整合资源五、职责分明六、配合有序第五节 检察工作一体化
机制的构架内容一、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纵向构架内容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横向构架内容三
、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业务管理构架内容第六节 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配套保障措施一、检察机关
领导干部管理机制二、检察委员会工作机制三、检察机关人员保障机制四、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五
、检察机关内部配合制约机制问题研究第一节 检察机关内部配合制约机制的内涵和范围一、检察机关
内部配合制约机制的含义二、检察权内部的合理分工三、配合的含义及依据四、制约的含义及原则五
、配合与制约的关系六、检察机关内部配合制约的范围和分类第二节 检察机关内部业务部门配合制约
存在的问题一、检察机关内部配合制约在立法技术上存在欠缺二、检察机关内部实施配合制约机制存
在的不足三、上下级检察机关在配合制约中存在的不足第三节 检察权内部配合制约一、围绕检察机关
职务犯罪侦查权开展内部配合制约二、围绕检察机关公诉权开展内部配合制约三、围绕检察机关诉讼
监督权开展内部配合制约第四节 条线互动型配合制约一、协调配合机制二、同步监控机制三、完善对
违法行使检察权的纠错机制第五节 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配合制约一、加强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配合
制约的途径二、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配合制约的具体制度第六节 特定业务工作的配合制约一、对公诉
检察裁量权行使的配合制约二、对立案监督的配合和制约三、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立案复议
、刑事申诉和刑事赔偿案件的办理第七节 综合性业务工作项目化管理一、项目化管理方法的含义二、
项目化管理方法的内容三、项目化管理方法的作用第三部分 检察工作管理规律六、检察机关案件管理
机制研究第一节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的基本理论一、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的要素构成二、检察机关案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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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原理构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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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矛盾类型的多元性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入发展，因利益关系调整而产生了
不同的利益群体，处于不同利益区位上的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诉求和价值选择，并因此诱发诸多
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已由过去的简单型演变成为集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多种因素为一体的复杂型。
矛盾的性质也由一般民间纠纷上升为复杂、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
反映到检察工作领域，亦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既涉及司法裁判领域，又涉及经济利益、社会管理等领域，涵盖了刑民关系、社会保障、劳资纠纷、
房屋拆迁等内容，且均与群众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矛盾类型的多元性对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创新解决传统社会矛盾的方法，又
要设计化解新型社会矛盾的方式。
　　（二）参与主体的趋利性　　“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最迅速、变化最深刻的时期，发展快、变
化深刻，矛盾和冲突也就难以避免。
矛盾和冲突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①由于改革的深化，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形成了多元
的利益主体。
由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同经济主体利益急剧变动，利益分配发生了重大调整，不同利益主体因利
益增减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必然的。
如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矛盾等。
矛盾基本都是集中在经济利益方面，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
因利益引发的矛盾反映在检察机关处理的社会矛盾上，就体现为矛盾当事人诉求的趋利性。
社会转型期矛盾的经济利益特点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狭隘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
人们更加注重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
检察机关接待的上访者往往交叉攀比，使各类群体性利益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特别是因动拆迁等群体利益矛盾引发的纠纷和集体上访，往往是多种矛盾和多种意图的集合体，相互
交叉感染，相互攀比联动，给检察机关化解矛盾增加了难度。
同时，人们的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是法治意识滞后，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可以
不择手段。
检察机关不但要合法合理地引导矛盾当事人化解社会矛盾，而且还要防止矛盾当事人因为实现利益的
手段不当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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