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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检察的探索与实践》

内容概要

《和谐检察的探索与实践》包括了稳妥处理涉企案件 做好善后延伸服务、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需要
防止和克服的不当心理、执法公正与社会和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途径、加强法律监督能
力建设推进检察机关科学发展、加强基层检察机关管理的思考和设想、检察机关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
几点认识、检察官综合能力培养的实践和思考、检察职能与和谐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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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业务稳妥处理涉企案件 做好善后延伸服务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需要防止和克服的不当心理
执法公正与社会和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途径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推进检察机关科学发展
加强基层检察机关管理的思考和设想检察机关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几点认识检察官综合能力培养的实
践和思考检察职能与和谐社会浅谈我国检察权的属性及配置检察机关首办责任制在落实中的难点及对
策内部执法监督中的案件质量管理实践及思考对基层检察院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检察机关为中
小企业发展服务的途径检察说理机制对于促进和谐办案的现实意义人民监督员对“五种情形”实施监
督的路径设计对加强和改进传统检察技术工作的几点思考和谐社会视野下轻微刑事犯罪行刑社会化的
反思与建构——以开展社区矫正为视角检察机关案件质量流程管理体系基础框架设计检察人员观念文
化浅论浅谈检察机关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新昌县院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青年干警在检察工作中的
地位和作用检察机关女性成才之浅见浅谈建立涉法上访工作处理机制涉检信访人的心理分析及接访对
策涉检信访的成因及对策浅论涉检信访听证制度的构建浅谈强化信访举报的保障机制浅谈基层检察院
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对策浅析当前检察机关刑事申诉制度的缺陷和完善新版检察统计报表、案卡的缺
陷及改进意见二、法律适用探讨绑架罪既遂标准探析浅谈连续伤害的罪数问题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的证明责任问题关于“抢劫致人死亡”的认定浅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险方法”
的外延略论《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论教唆犯的独立成罪人户盗窃以非法侵入住宅定罪中的“两
个极端”现象应予警惕关于《刑事审判参考》408号案例的评论——余建华对他人过限行为结果承担刑
事责任的法理分析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看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索债型非法
拘禁之“债”的范围略谈原因自由行为对一般累犯时间条件适用问题的思考论寻衅滋事罪中的“任意
损毁公私财物”的理解和认定论行贿罪罪数形态的司法适用强迫交易罪认定困难的成因探讨浅谈聚众
斗殴罪的转化犯从钟昭德等14人涉黑案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司法实践中“以贩养
吸”的认定论英国刑法中的一般辩护事由“胁迫——兼论对我国胁从犯的借鉴意义胁从犯的有关思考
对“人质型绑架”的几点思考受委托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论我国罚金刑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利用ATM机进行信用卡犯罪的定性问题研究——以吸收犯理论角度建筑企业挂靠经营中挂靠人侵
吞财产行为刑事责任问题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性质问题浅论诉讼诈骗的刑法规制单位实施刑法上
未规定之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论“判前赔偿减刑从轻处罚”制度论过失犯罪中注意义务的实质判断
标准透视汤浦童装合同诈骗案——对汤浦童装经营户被骗的调查分析信用卡犯罪的法律适用从吸储目
的和吸储对象的角度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聚众斗殴罪主体之探析破坏监管秩序罪主体的立法
完善拾得信用卡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行为的定性凶杀案件情况调查及预防对策“强拿硬要”与抢劫的
辨析及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三、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几个法
律疑难问题解析转变侦查模式创新办案机制论反贪侦查要注重细节论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与固定
加强侦查指挥中心规范化运作的实践与思考浅议办案区建设在新型检警办案协作机制中的尝试与运用
借律师法东风探审讯新模式语言元素在讯问中的应用浅议受贿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固定职务犯罪自首认
定的现状与实践分析反贪基础信息资料的收集、分析及汇总非法利益没收制度探析试论案件线索监督
管理机制之重构浅析治理商业贿赂的立法和司法问题关于询问证人地点问题的理性思考贿赂案件攻守
同盟问题的特点及化解对策以分红名义行贿的法律认定分管检察长在反贪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市环
保系统串案的调查分析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经济犯罪案例分析反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律师法》的修改
受贿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行为的定性问题——以许国远案为例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及其在司法
实践中的应用贿赂案件“伪供”现象的成因和对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中的保密问题及对策浅谈贪污罪
未遂谈谈贪污罪主体的几个方面刑事侦查中的私有财产保护——在人权保障视野下的侦查权力规制浅
论自侦案件证据收集试论刑讯逼供的原因和防范对策挪用公款又受贿之行为定一罪还是两罪“集体研
究决定”对挪用公款罪定罪的影响贪污贿赂案件侦查的难度及提高审讯技巧的几点想法当前反贪信息
情报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注重反贪干警培养 优化反贪整体素质四、刑事检察五、民事行政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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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抵触心理。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和新出台的监督制度有消极甚至逆反、抵触心理，不以为然。认为条
条框框太多了，束缚了自己手脚，增添了许多麻烦，加大了办案难度，挫伤了办案积极性。有的口头
上表示欢迎监督，但真正动真格监督时则内心产生抵触情绪。5.患得患失的心理。由于监督者和被监
督者同在一个机关，碍于情面、怕伤和气、怕丢选票，或“栽不了花也不想栽刺”的好人主义思想支
配下，产生“监督只要走走程序就行了，又没出事，不要太较真了”的想法。当单位和个人有问题要
作出处理时，有的过多考虑要给当事人一条出路，姑息迁就心理占了上风；有的则考虑到检察机关整
体形象、集体声誉和今后工作应对环境，最后在处理问题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二、不当心理形成
的原因分析1.有受外部大环境影响的原因。处于社会体制转型期多元化思想碰撞、各种利益博弈的大
环境之中，检察干警思想呈多样化。少数干警或执法理念更新跟不上形势任务的要求，或缺乏严格的
纪律约束历练，或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对内部监督工作认识不到位甚至产生偏差。有的检察人员
对检察机关发生问题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检察机关一旦出事对司法机关公信力损害更严重
。2.有自身体制机制上的客观原因。从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看，检察院不同于法院、公安部门，集聚
性、集权性、程序性强，执法办案需要多部门协作、多级请示审批，内部和外部相互之间形成制约；
对外又是监督别人的，易产生检察人员不太会出事的错觉；从工作属性来看，检察机关面对的监督对
象很多是强势单位（群体），检察人员有时要承受很大的外部压力，客观上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宽松，
而来自内部的监督常被误解为不支持不信任；从职业特点来看，检察人员本身是监督者，对自身的监
督资质和道德素质易产生过高的自信，易对内部监督产生排斥心理；检察人员专业化要求高，易产生
“重业务、轻管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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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检察的探索与实践》：综合业务法律适用探讨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刑事检察民事行政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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