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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法治化背景的映衬下，中国的审查逮捕制度从制度范式到具体运作正遭受着危机。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与评价当下的审查逮捕制度？
围绕这一主题，《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以四个基层检察院的审查逮捕制度的运作运为样
本，展示了当下审查逮捕制度的具体运作，并依托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工具分析与解释了实践中审查
逮捕制度之所以呈现出某种面相的具体原因。
在理论分析层面，《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关注检察院组织与检察官个体在审查逮捕制度
运作中的实践，并根据四个检察院审查逮捕制度的实践，抽象出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制度运作的基本
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论析了包括审查逮捕制度在内的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动力资源。
本书是郭松同志从事刑事诉讼实证研究以来一个阶段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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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案件的质量，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程序运作的效率，四个检察院还
会根据案件的具体因素打破轮流分配案件的随机分配惯例，在检察官之间进行调节性分配。
考虑到这种调节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情境性，特别是相对于已形成操作惯例的随机性分配机制而言，
并不具有“正式性”与普遍性，因此可以将这种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分配案件的机制称为非正式的案件
分配调节性机制。
它们的存在使得实践中的案件分配在按部就班轮转的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
根据调查的情况，以下几种情况将会改变原来的随机性分配惯例。
（1）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
在案件处理文明化与人性化话语影响下，犯罪嫌疑人的一些具体情况成为案件分配考虑的因素，甚至
在一部分案件之中还会成为实际的分配标准。
具体而言，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性别、身份等都可能改变原有的案件分配机制。
比如，对于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一般都由熟悉未成年人心理，案件处理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来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受审逮捕时限的影响，除了未成年人的案件之外，根据犯罪嫌疑人具体情况来调节案
件分配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往往只能尽可能地进行调节，甚至是“碰巧”性的调节。
（2）案件受更高权力的关注程度。
实践中有一部分案件由于某种原因会受到上级检察院或当地党委与政府的关注。
为了保证这部分案件的处理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往往会直接指定特定的检察官来承办。
根据调查，上级检察院交办、督办以及当地党委与政府重视的案件一般都不会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来
分配，而是直接由侦查监督科科长亲自办理。
（3）检察官实际的案件负担情况。
这里所说的案件负担，主要是因上面两种调节性机制而可能形成检察官案件负担的不平衡。
前文已指出，案件分配中的案件负担平衡原则非常重要。
但如果一旦按照上述两种因素调节案件分配，将不可避免地打破随机分配惯例下的案件负担均衡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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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4:审查逮捕制度实证研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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