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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与法治文化文库(第1卷):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研究》讲述徐汉明同志带领金鑫、郭清君、周泽春
、吴世文同志进行的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
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总结出具有丰富生命力、多姿多彩的检察文化建设实践模式，尝试回答“什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检察文化”等基本问题，探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事业发展的一般路径与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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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汉明，1951年出生，湖北鄂州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
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检察官文学
艺术联合会主席，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长期从事法律、检察实务及产权制度创新理论研究，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中国农
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中国反洗钱立法研究》《马恩“丹麦模式”中国化之路——农民土地持
有权制度》等著作。
主持完成全国人大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反洗钱立法研究”和“诉讼检察监督效力研究”等10余项国家
级重点检察研究课题，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并具体承担“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子课题，承担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关于“建立健全惩防
腐败体系” “加强执纪执法队伍建设”“社会管理法制化”等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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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理论研究 第一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理论研究的背景 第二节加强检察文化理论
研究的重大意义 第三节检察文化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任务与基本内容 第四节检察文化理论研究的
视角与方法 第五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第一编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基础理论 第一
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概念阐释 第一节检察文化关联概念辨析 第二节文化学理论视野下检察文化的概
念界定 第三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定位、特征与结构要素 第四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同其他文化的分
野 第二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价值功能 第一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 第二节当代中国检察文
化的功能概说 第三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社会功能 第三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我国
检察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法律渊源 第三节我国检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四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发展的比较借鉴 第一节外国检察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节中西检察文
化发展的比较与借鉴 第三节西方检察文化发展的反思 第二编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的路径 第五章当
代中国检察精神文化建设 第一节检察精神文化概述 第二节当代中国检察精神文化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第三节当代中国检察精神文化建设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六章当代中国检察行为文化建设 第一节检察行
为文化概述 第二节当代中国检察行为文化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第三节当前检察行为文化建设应当注意
的问题 第七章当代中国检察物质文化建设 第一节检察物质文化概述 第二节当代中国检察物质文化建
设的途径与方法 第三节当前中国检察物质文化建设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八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的
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第一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的非良性路径依赖及其破解之策 第二节当代中国
检察文化建设的路径创新 第三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的制度安排 第四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制
度安排的实施机制 第三编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的实践 第九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与
任务 第一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发展的现状分析 第二节“十二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检察文化
建设的总体要求与目标任务 第三节党的“十八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检察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第十
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重大问题 第一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 第
二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需要着重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三节当前检察文化建设需要积极推进的重点项
目 第四节充分发挥检察官文联的职能作用 第十一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建设的实践模式 第一节当前我
国检察文化建设主要实践模式举要 第二节当前我国检察文化建设实践模式评析 第三节推动我国检察
文化建设实践模式创新 第十二章当代中国检察文化产业开发 第一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产业开发的必
要性 第二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产业开发SWOT分析 第三节当代中国检察文化产业开发战略 第四节当
前我国检察文化产业开发应解决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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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检察文化的功能，即检察文化的效能与作用，它是检察文化在与其内在构成要素及
外部运行环境问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是检察文化的价值与内在逻辑的外显和实践指向的
功效性，它以检察人员（检察官）为核心，在检察与政治、检察与社会的关系中展开，其核心是满足
国家权力控制和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
检察文化是检察制度和检察权运行所衍生的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亦具有社会
整合、社会导向和反向诸功能。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文化的功能，目前国内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四功能说。
该说一般认为检察文化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激励功能。
或具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激励功能、辐射功能。
或具有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教育功能、激励功能。
或具有激励作用、引导作用、凝聚作用、规范作用。
这里的导向（引导）功能（作用），一般是指检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执法理念、职业道德、信念
等对检察官个体和检察机关整体行为的指导、引导作用，具体通过政治信仰和执法理念等方面的价值
整合来实现。
而约束（规范）功能（作用），一般是指检察文化对检察官个体的心理、思想和行为具有的规范作用
，它较多地体现为检察机关内部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软性约束，通过制度精神和制度规范来实现
，强调内在的自我控制，包括但不偏重于制度的刚性约束。
这里的凝聚功能（作用），一般是指基于检察权的基本定位和检察官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而产生的检
察文化的凝聚力，体现为职业归属感、群体自豪感和同心同德的心理状态。
这里的激励功能（作用），一般是指通过检察文化对检察官个体或群体的塑造，产生一种内在驱动力
，引导检察官增强使命感，自觉为检察事业拼搏奉献。
这里的教育功能，是指通过弘扬高尚的检察文化，通过各种形式潜移默化教育检察官，就能产生一种
催化力，提高检察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这里的协调功能，是指检察文化协调社会与检察官、检察官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
的关系，保持检察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使检察官与整个系统的发展保持和谐，促进检察事业
的发展。
这里的辐射功能，一般是指检察文化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相应对环境产生反作用，主要是通过检
察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文化特点和内涵的传播，树立良好的检察形象，既增进社会对检察工作的
理解、信任和支持，又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2）五功能说。
有论者认为，检察文化担负着完成价值构造、丰富基础理论、改塑管理模式、提高队伍素质、推动检
察改革的使命。
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检察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检察文化具有独特的教育
、引导、规范、凝聚、激励等功能，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对于提升检察人员的综合素质，促进各项业
务工作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长期性推动作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研究>>

编辑推荐

《检察与法治文化文库(第1卷):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研究》的出版有益于进一步促进对检察文化基本理
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有益于大力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有益于更好地推动检察文化事业的发展
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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