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监督权研究新视野（第2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律监督权研究新视野（第2卷）>>

13位ISBN编号：9787510204470

10位ISBN编号：751020447X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王学成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05出版)

作者：王学成 编

页数：3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监督权研究新视野（第2卷）>>

内容概要

　　《法律监督权研究新视野（第2卷）》以专题的形式收录了广东省检察院十五项课题报告，立足
广东检察实际，对检察工作机制、诉讼监督、管理机制等进行了探讨，既有理论的研究，也不乏对实
务经验的介绍与分析，对于完善检察制度的探索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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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成，男，1962年生，宁夏中卫人，法学博士，教授。
现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先后独著、合著或者主编《职务犯罪要论》、《中国刑法通论》、《律师与公证制度教程》等专业学
术著作10余部，在《中国法学》、《法律科学》、《人民检察》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有多个研究成果荣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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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检察工作战略问题 检察工作科学发展问题研究 一、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概述 二、检察工作科学发
展的制约因素 三、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路径选择 构建阳光检务长效机制研究 一、阳光检务的概念与
由来 二、阳光检务l的法理分析 三、阳光检务长效机制的现状分析 四、完善阳光检务长效机制的法律
思考 检察建议立法化研究 一、检察建议的适用现状——基于广东省检察机关的实践 二、检察建议立
法的一般理论问题 三、检察建议的立法化思路 诉讼监督中的若干问题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机
制研究 引言 一、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机制概述 二、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现状 三、检
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 四、完善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总体目标和基本
原则 五、完善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构想 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研究 一、强制性侦查
措施与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 二、对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运行情况的反思 三、强制性侦查措施监
督模式比较与借鉴 四、对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完善建议 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实务研
究 引言 一、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现状评析 二、检察机关行使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职能的应然性和可
行性 三、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基本模式和内容 结语 建立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研究 一、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概述 二、建立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依据及域外相关规定 三、目前我
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五、结
语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研究——以广东办案实践为例 一、广东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现状分析 二、民
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
构想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
正当性 三、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设计 四、结语 检察工作机制与检察管理机制 检察机关
案件管理机制研究 一、检察机关传统案件管理模式运行情况及其弊端 二、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改革的
理论基础 三、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改革的实践基础 四、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 检察机关派
出机构体制研究 引言 一、检察机关派出机构设置的发展历程 二、检察机关派出机构设置和管理中面
临的问题和困难 三、检察机关派出机构改革的路径 四、检察机关派出机构改革和完善的构想 涉检网
络舆情应对工作机制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一、涉检网络舆情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 二、涉检
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涉检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
目标和基本原则 四、涉检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机制建设的基本内容 五、深圳检察机关开展涉检网络舆
情应对工作机制建设的实践探索 六、深圳检察机关涉检网络舆情案例应对简析 七、当前检察机关涉
检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八、进一步加强涉检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机制特别需要关注的
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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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知情权要求检察机关不得干涉和妨碍公众自由获得信息。
知情权就其性质而言，既具有免于国家干涉的消极权利的属性，又具有向国家主张公开信息的积极权
利的属性。
在权利功能上，知情权兼具消极自由之防御权和积极自由之请求权双重功能。
知情权的上述本质特征，要求在阳光检务中，检察机关不得进行信息垄断，对非法干涉和妨害公众获
得信息的行为给予禁止和制裁。
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律师阅卷的限制，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相关权益告知义务的忽视，等等，都是
对知情权的侵犯或限制。
 （3）知情权要求检察机关创造和改善公众接受检务信息的条件。
知情包括知情对象和知情手段。
知情权作为一种“针对国家享有的权利”，在阳光检务中要求检察机关负有尊重、保护、实现等义务
，即既要求检察机关不妨碍个人行使权利或不为侵犯特定权利的行为，又要求检察机关通过提供某种
条件促进特定权利的实现。
如在推行阳光检务中，各地建立案件进展情况查询平台、检务公开大厅、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等，都
是对知情权的保障。
 2.权力制约理论 检察权是对宪法、法律的实施进行检察监督的权力，它“源于国家权力与权威的理性
契合，从历史产生的角度看，也是国家成熟、发达，力量勃兴，内部需要净化、监控之后的产物。
”①检察权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积极性等自然属性极易导致检察权的扩张滥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②权力需要监督已成基本的定律。
易言之，权力、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对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就可以行使，而对
检察机关而言，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才可以行使，权力必须要接受监督。
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检察权，具体包括：侦查权
、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等。
根据权力制约原则，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也应受到监督。
那么谁又来对检察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呢？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看，对检察权的监督可以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个体系。
外部的监督主要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检察权的监督以及公检法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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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监督权研究新视野(第2卷)》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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