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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检察制度·发展、变迁及挑战：以检察权为视角》，是一部兼顾检察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从实际经验出发，探索中国检察制度的规律性，并进行理论综合研究的厚重的学术著作。
论著主要创新之处是系统考证与总结了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规律性，比较了我国现行检察
制度与其他国家及地区检察制度的共性和差异性；分析总结了检察制度面临的挑战，为司法体制改革
特别是检察机制改革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建设性意见，对检察权的设立、运作及其监督制约方
面，提出了经过理性思维后的一系列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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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五、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检察制度正确发展的保证  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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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础保障  (二)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
制度的组织保障  (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检务保障机制，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提供
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四)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和崇高的政治思想品德，
努力建设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检察官队伍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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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检察制度继受问题　　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初创阶段，其理论基础是列宁的法律监督和统一
实施思想，继受的是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是在彻底废除国民政府时期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种大破大立的制度引进方式，是与革命时期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相一致的。
但是，在建立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同时，如何客观对待历史上已存在的检察制度，并对已融人中国社会
并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吻合的检察制度，加以吸收利用、发挥其积极的制度价值，以减少制度运作
过程中的社会成本，更好地将检察制度的引进与本土的优秀法律制度因素相结合，实现检察制度创新
与本土文化的无缝对接，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它关系到检察制度能否适应中国的国情，能否适应中
国的文化政治，公众社会心理能否接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然而，新中国围绕检察制度的建立，不乏许多真知灼见的理性思考，但由于激情燃烧岁月中的革
命英雄主义的情怀，仇视旧社会、旧制度，缺乏对旧制度客观冷静的分析论证，往往是革命者自然的
逻辑选择。
也正是这种对制度的革命态度，造成了对制度的不信任、对法律可有可无的心态。
当“需要”时，法律制度充其量是必须执行的工具；当“不需要”的时候，法律制度就该被废止了。
而在需要的时候，法律制度要被社会接受，是需要相关客观物质条件支撑的。
新中国检察制度引进后，由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检察机构、遣散了
工作人员，这就必须在归零后重建自己的检察机构，重新选择培训检察工作人员。
这在旧的国家机器被彻底打碎的时期，实在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检察
机构没有延续下来，因而创建新中国机关时，既无组织基础，又缺乏工作经验，一切不得不从头做起
。
再加上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检察工作又是一项新的工作，它的性质、任务是什么，为
什么有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还要设置检察机关等问题，很少为人们所了解，甚至出现了检察机关“
可有可无，的说法。
”①在检察机构已经建立、人员也得到一定的充实，检察制度开始运转的时候，是否意味着新中国的
检察制度开始落地开花了呢？
制度要能存续，适应并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民众对制度的认识、接受就变得很重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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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贻影撰写的专著《中国检察制度发展、变迁及挑战——以检察权为视角》，是一部兼顾检察制度的
历史与现实，从实际经验出发，探索中国检察制度的规律性，并进行理论综合研究的厚重的学术著作
。
论著主要创新之处是系统考证与总结了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规律性，比较了我国现行检察
制度与其他国家及地区检察制度的共性和差异性；分析总结了检察制度面临的挑战，为司法体制改革
特别是检察机制改革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建设性意见，对检察权的设立、运作及其监督制约方
面，提出了经过理性思维后的一系列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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