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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

内容概要

《中国检察:法律监督与检察工作机制14》主要内容：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课题研究取得
新的成绩。截至2006年10月，共有35个课题组提交最终研究报告并申请结题审查，经过评审，有27个
课题组的研究报告通过评审。这27份结题报告从不同角度切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合
理性、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的完善、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刑事公诉机制的改革、检察官考评机制
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批结题报告质量高、理论性强，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必然性
和合理性的研究论证有独到之处，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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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

作者简介

张智辉，1954年生于陕西武功。1978年9月，在军队服役6年之后，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1年
底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攻读刑法专业硕士学位
。1984年底获法学硕士学位之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作。在从事了十余年的编辑出版工作
之后，于1996年2月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工作。主要著述有：《国际刑法通论》、
《刑事责任通论》、《犯罪学》、《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合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
等30余部；及论文“论国际刑法中的普遍管辖原则”、“刑法修改随笔”等40余篇。历任最高人民检
察院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检察官协会秘书长，2007年11月任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现任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正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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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

书籍目录

★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　法律监督权：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  　一、从宪政过程看我国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职能的发展　　二、法律监督权在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的适用　　三、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弱化
的原因分析　　四、围绕“制约点”和“支撑点”的思考　　五、进路：加强法律监督职能权利保障
含量，实现检察权能整体协调运转　法律监督与公平正义　　一、法律监督在公平正义保障体系中的
地位　　二、公平正义对法律监督的价值导向作用　社会转型中的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研究　　一、民
事检察监督的模式论之提出　　二、检察监督制度的四种模式　　三、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模式的关联
性与交替性　　四、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的定位及其局限　　五、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模式转
型　论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途径　　一、完善立法，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供制度支持　　二、
深化机制，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三、整合资源，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　　一、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含义　　二、对当前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现状的评
析　　三、加强和完善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对策研究★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　论职务犯罪侦查启动
程序的构建　　一、我国目前启动职务犯罪侦查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职
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缺位的理性思考　　三、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的构建　构建侦查一体化机
制及其立法问题研究　　一、当前构建侦查一体化机制及立法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　　二、完善侦查
一体化机制及立法的框架构想　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制约制度及其完善　　一、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
约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二、关于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制度的若干思考和设想　职务犯罪
侦查中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一、我国职务犯罪案件及强制措施的基本特点　　二、国外职务犯罪
侦查中强制措施的基本特点　　三、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适用现状及问题　　四、完善职务犯
罪侦查强制措施立法的构想　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一、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的主
要功能和特征　　二、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适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
的立法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理论基础与立法研究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概述　　二、人民监督
员制度的理论基础　　三、人民监督员制度相关问题梳理　　四、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研究★刑事公
诉与刑事强制措施　公诉案中检察院与法院常见定罪量刑分歧研究　　一、案件定性方面的分歧　　
二、量刑方面的分歧　暂缓起诉制度的立法研究　　一、国外暂缓起诉的立法与司法状况　　二、我
国引进暂缓起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三、暂缓起诉的制度设计　刑事抗诉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
我国刑事抗诉制度立法及其运行机制的缺陷　　二、我国刑事抗诉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事证明责
任分配的理论重构　　一、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要求　　二、建构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体系的
理由　　三、检察官的争点形成责任　　四、被告的疑点形成责任　　五、检察官的疑点排除责任　
　六、“争点形成(启动诉讼)——疑点形成(推进诉讼)——疑点排除(终止诉讼)”的动态证明过程　我
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强制措施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一、逮捕制度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二、拘留制度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三、取保候审制度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四、拘传制度立法
完善的基本思路　　五、取消监视居住制度　结语　羁押制度的改革与立法完善　　一、当前我国羁
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二、我国羁押制度改革和立法完善思考★检察机构改革与检察管理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改革与立法完善　　一、关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改革的基本理论观点
和立场　　二、各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比较研究　　三、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思路
　检察官考评机制研究　　一、检察官考评机制的内涵界定　　二、检察官考评机制的发展演变　　
三、检察官考评机制的改革探索　　四、完善检察官考评机制的基本路径　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
法完善研究　　一、完善政府采购主体法律地位　　二、调整《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　　三、明晰
采购合同的属性定位　　四、构建政府采购的行政救济途径　　五、完善政府采购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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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检察:法律监督与检察工作机制14》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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