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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于2006年4月11日至13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第七届全国检察
理论研究年会。
本书这次年会的论文集，年会的主题是“规范执法的制度建设与立法完善”。
会议紧紧围绕贾春旺检察长2005年在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暨第六届年会以及今年在全国检察长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研讨了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检察理论研究，提高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成效
的问题，讨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为搞好检察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思路清晰、措施有力，学术信息量大、讨论问题具体深入，对检察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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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第七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上的讲话  一、2005年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回顾  二、2006年检察理论研
究工作的任务、指导原则和措施坚持理论创新繁荣检察理论  一、2005年检察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
、2006年重点研究的课题  三、检察理论研究应当抓好的几个环节在第七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结束
时的讲话  一、会议特点  二、会议成效  三、会议精神的传达★职权配置的立法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权
优化配置与运行问题研究    一、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法理基础    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
查权的性质    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运行原则    四、当前对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质
疑及评析    五、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与运行的若干构想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之合理性及
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之合理性探析    二、监督制约之必要性和可行
性    三、监督制约机制探讨  选择起诉的立法配置初探    一、选择起诉的一般法理    二、选择起诉的适
用比较    三、我国检察机关选择起诉权的发展基础    四、选择起诉的制度构建  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
法律监督    一、控制权力是法律监督之原始意涵    二、对行政权开展法律监督的制度渊源    三、中国
检察机关对行政权开展法律监督的制度设计  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配置研究    一、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
配置的必要性    二、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原则    三、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    四、检察机关调查收
集证据的质证程序及效力  论审判监督程序中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重构    一、依职权启动再审制度的检
讨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与公权力救济的关系    三、二重主体启动再审程序制度设计的价值分析    四
、构建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单一主体制度的价值评判和实证考察  论刑事错案的原因与预防
——以刑事检察权的运行为视角    一、刑事错案概说    二、刑事错案发生的原因    三、刑事错案的预
防  合理配置检察权，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兼议检察机构与检察内部制约改革    一、我国检察权与法
律监督职能的关系    二、合理配置检察权，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三、完善内部机构与制约机制改革，
确保法律监督职能实现    刑事撤回起诉制度亟待立法完善    一、刑事撤回起诉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刑事撤回起诉制度的法理基础    三、刑事撤回起诉制度的实体条件    四、刑事撤回起诉制度的适
用程序    五、刑事撤回起诉案件的处理方式    六、刑事撤回起诉制度制约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没收权配
置研究    一、检察没收权的历史沿革    二、国外检察没收权的比较借鉴    三、检察没收权的现实需要    
四、检察没收权的性质界定    五、检察没收权的运行监督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研究    一、死刑复核法律
监督之必要    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之设计  死刑复核程序法律监督研究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法
律监督法理基础    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程序设计  关于检察机关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审判程序还是行政审批程序    二、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地位和
职责    三、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活动的内容——过程还是结果    四、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死刑复
核裁定进行监督    五、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案件的范围    六、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活动的方式    
七、改革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路径  对隐性超期羁押现象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我国
羁押制度的完善    一、对超期羁押的认识    二、实践中的隐性超期羁押现象    三、隐性超期羁押现象
原因分析    四、杜绝隐性超期羁押的立法建议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检察权    一、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及
法制的关系    二、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三、客观义务与检察官的定位    四、检察权与侦查权
的关系    五、检察一体化与侦查一体化的关系    六、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及检察官自由裁量
权的关系    七、恢复性司法与和解不起诉制度的关系    八、公益诉讼和法律监督的关系★规范执法的
制度建设  论检察机关内部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途径与方式    一、建立完善的重点案件管理机制    二、建
立完善的执法办案责任制    三、建立检察业务长效管理机制    四、规范案件协调工作  检察权内部运行
机制规范化之思考——以规范执法强化内部监督制约为主线    一、分工制约——检察权分类与内部制
约机制    二、瓶颈掣肘——执法不规范、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三、路径选择——检察权内部运
行机制之规范化  业务考评制度与刑事法治    一、业务考评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积极作用    二、业务考评
制度产生原因及“负效应”    三、业务考评制度与刑事法治的协调  加强案件管理。
正确行使检察权    一、概述    二、现行案件管理机制的弊端    三、设立案件管理中心，加强案件管理
的思考  “退处”的“正当程序”危机及其改革出路——对海淀检察院近三年“退处”案件的实证研
究    一、退处案件的基本情况    二、“退处”适用普遍的原因    三、“退处”的负面影响    四、“退处
”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方式、方法及程序问题    一、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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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二、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完善思路    三、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具
体制度    四、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程序设计  论民事行政抗诉工作程序的规范化建设    一、
正确处理民事行政检察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规范检察机关主动启动监督程序    二、正确处理民事
行政检察与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的关系，规范检察机关调查取证    三、正确处理抗诉与既判力的
关系，规范错案的标准和再抗诉    四、正确处理抗诉条件与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的关系，规范抗诉条
件  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的理论与实践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二
、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不够的问题与原因    三、规制与完善  解构与建构：从错案追究到司法惩戒
——我国错案追究制度之检讨    一、问题的提出、进路与方法    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宏观考察    
三、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个案分析    四、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突出问题    五、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之变
革★刑事政策的发展与运用  法律监督转型之精神构造：理念转换——从一元价值观走向多元价值观
的平衡    一、信仰法律    二、形式理性    三、程序控制    四、保障人权    五、检察公正    六、多元价值
观的协调与平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工作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二、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  超越自由裁量——规范执法行为，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事公诉政策研究    一、刑事公诉政策解析    二、实然态下刑事公诉政策的理
性素描——对74个刑事公诉政策载体的解读与反思    三、应然刑事公诉政策构建进路策论  检察环节执
法规范与刑事政策贯彻    一、规范执法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要求    二、刑事政策在规范执法中的体现和
运用  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问题研究    一、定案证据的适格性    二、法律推理的合逻辑性    三、证据
事实符合经验法则  非法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认定机制    一、我国非法实物证据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二、非法实物证据的分类    三、非法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的实例分析    四、非法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
的立法建议    五、非法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的认定机制  审查逮捕环节证据的审查运用    一、审查逮捕
阶段证据收集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二、审查逮捕环节证据审查应坚持的原则    三、审查逮捕阶段证据
的审查方法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现
状    二、郑州市检察机关的探索实践    三、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论公安、检察机关主持
下的轻伤害案件调解    一、赋予公安、检察机关轻伤害案件调解权的必要性    二、公安、检察机关主
持调解部分轻伤害案件的法理基础    三、构建我国公诉程序中的轻伤害案件调解制度附：第七届全国
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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