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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诉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一书是王昕博士在其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审查起诉制
度的实践运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性特征。而这些特征背后无不折射出其所在时代的
政治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社会人文心态等各种因素的差异。从实证角度对审查起诉制度的实
践运行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而审查起诉程序又是刑事检察工作与刑事诉讼的核心和枢纽之一，
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刑事检察工作的发展，有利于刑事诉讼的发展完善。通过刑事审查起诉
制度中的规则、技术与问题的实证研究分析，解读其间缘由，探索其间规律，可望引发在重视审查起
诉“显规则”的同时，也关注审查起诉程序的“潜规则”，达到完善“显规则”，改造“潜规则”的
效果。　　作者在审查起诉的实证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书从实证角度对审查起诉的司法实
践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提出并论证了在法治话语的强烈冲击以及检察机关权力内省的推动下
，不仅审查起诉制度原有的一些结构性因素正在逐步退隐，而且一些新的制度运作要素也在不断产生
。并且，制度规范化的过程并不一定是宏观层面的规则化过程.相反更可能是体现于刑事司法日常微观
层面的运作，表现为主体的实践与正式系统结构之间的互动。制度转型可资利用的资源在于现有刑事
司法运作本身以及其内外环境，甚至刑事司法行动者的利益都可能是制度变迁的资源。显然，这些探
索和观点对我国审查起诉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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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诉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以C市30年公诉工作为例》从实证角度对审查起诉的司法实践进行了较为全
面深入的考察，提出并论证了在法治话语的强烈冲击以及检察机关权力内省的推动下，不仅审查起诉
制度原有的一些结构性因素正在逐步退隐，而且一些新的制度运作要素也在不断产生。并且，制度规
范化的过程并不一定是宏观层面的规则化过程.相反更可能是体现于刑事司法日常微观层面的运作，表
现为主体的实践与正式系统结构之间的互动。制度转型可资利用的资源在于现有刑事司法运作本身以
及其内外环境，甚至刑事司法行动者的利益都可能是制度变迁的资源。显然，这些探索和观点对我国
审查起诉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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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确保资料的来源真实、客观并具有代表性，难点就在于如何从实证调查角度出发，既必须排除
调查中的非真实因素，还能够从大量数据中分析出一些普适性的规律，以最终保证分析论证的过程充
分有力，得出的结论和对制度建构的建议合理可行——这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
研究在基础资料的搜集上，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　　第一，结合本文选择的研究方法。本文在研究
材料的选取上，主要以c市检察机关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实际公诉活动的相关材料为来源，全面搜集
现有A、B检察院相关史料中近三十年中关于公诉活动“实务变迁及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内容的材料
，将其作为本文的核心材料与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对象。同时，研究材料还包括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的各种数据，以及对c市两级检察机关三十年来审查起诉情况进行搜集与统计，所得出来的各种数据
——这部分数据又分为两方面：一是上述考察对象内部自身所作的已现实存在的一些统计资料；二是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而对上述数据和资料所作的进一步的计算与统计所得出的结论。　　第二，将对具
体的问卷调查、个案（复杂疑难案件）跟踪调查、个别交流三种方法获得的基础材料进行统计归纳。
为保障获得全面、科学、合理的第一手真实资料，问卷调查拟分别对两级检察机关（地市级、区县级
）的公诉人进行。在选择调查人员和案件时充分考虑地理位置、办理案件性质以及司法人员的性别、
年龄、职位、教育背景、工作阅历等综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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