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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检察权配置问题研究》在构思与写作时力图坚持四个原则：（1）力图系统公允。
检察权配置问题不仅是检察实务问题，更是一个理论命题。
但通览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来自司法实务部门，相比较而言，理论界在检察权配置问题的研究上
，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中国检察权配置问题研究》力图坚持系统思维的理念，努力把检察制度放在国家的整个法律制度和
司法体系中来认识，力求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尊重司法规律和职权配置的基本原理，从国家法制
建设的整体要求出发，坚持理论研究尊重真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和、客观、理性地开展研究，增
强本书的说服力和公允性。
（2）力图结构合理。
检察权的配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如立法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之
间的关系；二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的关系。
上述两个方面在检察权的具体配置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因此都还需要进行权力的进一步优化，
本书结构力图体现检察权配置的自身规律。
（3）力图内容全面。
《中国检察权配置问题研究》力图对检察权的主要权能——公诉权、诉讼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
一般法律监督权，以及上述权能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深入分析，努力涵盖检察机关的
主要工作范围；力图在揭示检察权配置基本问题的基础上，以现有宪政框架为制度环境，以检察机关
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和法律监督机关为逻辑起点，以权力制约与监督为原则，以法制统一和人权保障
为终极价值追求，深入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政框架下检察权配置的相关问题。
（4）力图富有创新。
本书力图对当前检察理论和检察实务中的热点和深层次问题，包括民事行政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的主
体配置、职务犯罪技术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与经济发展等进行深入、具体的论述，努力从不同的视
角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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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成军，男，河南新乡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后、经济学学士、民商法学硕士、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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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河南省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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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获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河南省有关部门的奖励。
　　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检察理论、职务犯罪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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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是权力运行的“制动装置”几乎没有运转。
从横向来看，地方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地方人大往往受制于强大的地方行政权，地方政府往往
几乎不受地方任何法制化力量的约束。
同时，由于地方权力相对封闭运行，其也较少受到来自上级权力机关的作用力，除非出现重大的具体
事项。
从最高国家权力层面，也缺乏二次“慎思”程序，因此在中央层面上，仍然缺乏相应的权力“制动装
置”。
在很大程度上，我国权力制动多受制于非法制化作用力的结果。
　　五是权力运行的“润滑系统”不完善。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尚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尚未通过
法律授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能直接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提起合宪性审查申请，
其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合法性审查，也仅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书面审查建议。
具体是否启动审查程序，则由权力机关自己把握。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公权力运行的“润滑系统”出现问题，导致权力运行的结构性障碍或困难，由
此出现大面积的、长时期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例证也就不足为怪。
　　（三）我国权力运行机制对检察权配置的影响　　我国权力运行机制的上述特征为研究我国检察
权的配置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一，权力运行不具有双向性特征清楚地界定了我国检察权配置的最大可能界限和范围，即在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下检察权不能对由其产生并对其负责的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或通过的规范性文件直接发力—
—不能直接评价、否定或质疑、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
其是否能利用自己的司法理性向有关机关提议启动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审查
尚需进一步论证。
　　其二，针对地方行政权过于强大及地方人大加盖“橡皮图章”的地方权力运行现实，在不与我国
现行宪政制度相抵触的前提下，应当选择一个合适的部门，通过立法的形式授予其适当的权力，进一
步加强对地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其中既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
督，也许检察机关就是这个适当的机关。
因为检察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天然的横跨同级、等级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专门法律监督组织或
构造。
一方面，它具有等级结构的特征，它与地方人大、地方行政机关具有等级结构的相同配套层级；同时
它又有检察一体化构造权力纵横交错的权力结构特质；加之它在行使专项监督过程中所拥有的信息采
集优势，这一切都决定其可以弥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政框架所内置的权力配置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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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韩成军编著的《中国检察权配置问题研究》深入分析现行宪政制度和机制存在的深层矛盾和问题；然
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着力解决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的现实问题，解决权力与权利缺乏良性互动的
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剖析检察权科学配置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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