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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
监督权在理论应然上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关联性，但在实然的运行上，按照当下检察机关就是国家
唯一的公诉机关实然状貌或者思路去探求司法改革的路径，或可建立理性而科学的以公诉权和法律监
督权为双核的主导权力职能体系，同时兼及和主导审判前程序的公正和相关侦查权程序与实体的正当
性，在对检察权的实然考量中，探求更为科学、更为中道、更为合于理性的法治智慧。
　　《中国检察权论略》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检察制度与检察权的合理性、必然性与
动态发展性。
特别是基于检察监督权的实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授予与权力制约条件下，检察机关不能简
单地视为政府的行政机关，行使的是某种特别独立的权力，更不能看成是立法机关或者是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根本不具备立法功能和审判职能，它是特立独行且具有存在价值的法律监督机关。
其制度设计的目标，旨在卫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防止行政权、审判权的误用和滥用。
再则，在行使国家公权的过程中，通过检察权的“缓冲”可以使得行政权、审判权以及公安部门的侦
查权在程序上有一个制衡的地带和不可克减的机制安排。
通过对我国宪政构架中检察权配置或权力重置的分析，提出进一步完善检察权配置。
实然的中国检察权法律规范上的空间不是太小而是过大。
虽然在某种虚拟的层面，来自各种权力和权利的量子对检察权的行使试图碰撞或对抗，但远远还不足
以挤压国家检察权正常行使的空间，即使翻越法律许可的边界扩张到私权的田野，中国的百姓也只能
是“望权兴叹”。
在国家公权行使的高速路上，救济往往要比肇事滞后得多，晚来得多。
检察权之法律监督权还远不能撑起行政权与审判权这两把“太阳伞”。
因此，必须科学认知检察权，审视检察权，对新时期检察权的权威性进行大胆重构，为全社会公平正
义搭建起一道最后的防线，对国民基本权利建树起一道较为牢固的保障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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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俊，江苏省南京市人，1966年8霄出生，法学博士。
现任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扛苏省检察业务专
家。
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审计学院兼职教授。
 曾哲，湖北省公安县人，1960年2月出生，法学博士。
现任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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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前文已述，关于检察权性质的争论，自来有之，这里有必要再作简单概述，其大致有以下
四种观点：一是行政权说。
持此学说的学者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和行动原则的行政特性决定了检察权的行政属性。
二是司法权说。
该说认为，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履行侦查、控诉和
诉讼监督职能。
三是双重属性说。
该说认为，检察权一方面有行政权的属性，但另一方面，因为其有公诉权与审判直接相关联，从而又
具有与审判权同样的司法性质。
四是法律监督权说。
在我国，检察权确实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某些外部特征，但在本质上并不是行政权抑或是司法权。
我国《宪法》第l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议行合一”、“五权二级制”的政体模式下，国家
最高权力是上位的权力，行政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及军事权是同处下位的平行的四权。
②我国的检察权应合理定性为法律监督权，这是由我国的政体决定的。
而无论是行政权说还是司法权说，多少是受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来阐释我国的检察权，毕竟欠缺
了充分而合理的政治依据。
 我国的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就应该享有广泛的诉讼监督权，包括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
、审判和执行各个阶段的监督权，以及民事、行政案件的裁判监督权，即主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认
为法院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提起抗诉，实现法律监督。
同时，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也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而公益诉
讼权的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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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检察权论略》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检察制度与检察权的合理性、必然性与动态
发展性。
特别是基于检察监督权的实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授予与权力制约条件下，检察机关不能简
单地视为政府的行政机关，行使的是某种特别独立的权力，更不能看成是立法机关或者是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根本不具备立法功能和审判职能，它是特立独行且具有存在价值的法律监督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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