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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律监督工作之我见 

胡  云

    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进程中，切实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特别是诉讼监督职能，无疑

是检察理论和检察实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法律监督笔者谈点个人的认识，以期对加强和推动检察机关

的法律监督工作有所裨益。 

    

    一、法律监督的宗旨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即检察权。人民检察院的诉讼监督包括侦查

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三个部分。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监督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自

侦部门在侦查活动中，有无违法行为和现象；审判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出庭支持公诉了解、监督人民

法院的审判活动；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监督、看守所等刑罚执行机关的刑罚执行情况的检察监督。

综归起来，法律监督的宗旨是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准确打击犯

罪，保护人民，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和社会主义。 

    

    权力需要制约，以防止其滥用，这是一个常理，当然司法和执法也必须进行监督和制约，以防止司法

权的滥用和不适当行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任何一个法制完备、立法

民主、司法公正、保障权利的法治社会，必然有严格的法律监督与制约体系作支撑。要保障权力不被滥

用，遏制各种腐败特别是司法腐败的滋生蔓延，就必然特别注重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我国宪法和组织

法、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设置，正是用一种权力约束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方式的具

体体现，其立法目的在通过检察机关对法律监督权的独立行使，保障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国家司法权不

被滥用。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权力至上、以言代法等

封建残余思想，虽经建国几十年的冲涮、洗涤，但在某些地方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许多人仍习惯于以言代

法、以政代法，有的甚至以权压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并非个别、偶然现象。可见在全民中，特别是在

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级官员中，建立法治观念、确立法律至上的行为模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

样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

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而改变，就必须依法规

范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在这一进程中，离不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建

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现实的层面充分证明，法律监督作为立法、执法、守法之间起协调作用的重要

环节，是必不可少，而且客观要加强的，什么时候加强法律监督，法治状况就好，什么时候削弱法律监

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将受到影响，甚至将会导致法治混乱的严重后果。 

    

    二、实施法律监督的途径 

    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司法公正。怎样实现法律监督，保证司法公正呢？我认为： 

    (一)实施法律监督必须加强法律监督队伍建设 

    在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在推进我国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中，各种各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以及利用手中权力从事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在某些地方、行业和领域甚至有蔓延之

势。作为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承担着履行法律监督、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统一和尊严，维护司法公正和

社会正义的神圣职责，其任务十分艰巨繁重。法律监督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监督者没有过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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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素质和强大的执法水平便难以承担此重任，法律监督机关没有较高的法律监督绩效也是难以确立权威

的。可以说，监督主体的素质和实际水平直接决定监督效果的好坏。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健全，法

律监督工作将更加正规和规范，如果监督者不具备深厚的法律理论功底、丰富的办案经验、高超的办案技

能，不正确掌握“两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团队精神，是不

能也无法搞好繁重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检察官个体的综合

素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检察队伍，无疑是历史和客观现实的必然选择。因此，一是必须

首先加强各级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建设。没有钢班子就带不了出铁队伍，领导班子建设始终是检察队伍建设

最重要的主题和任务。从现实层面讲，一方面选好配好领导班子。把那些思想素质好，理论水平高，作风

过硬，为人正直，不徇私情，严于律已，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培养选拔到各级检察院领导岗位上来，

保证领导班子成员素质。另一方面，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加强班子建设。领导班子组建后，关键在抓班

子团结协作，清正廉洁、求真务实建设和班子成员的个人综合素质建设，着重提高班子成员的政治业务素

质、领导艺术水平和实际指挥能力以及实战能力，使其真正能担当新时期检察业务的领导、组织、协调工

作。二是强化法律监督队伍的思想教育、信念教育、宗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

想，纠正执法观念偏差，增强抵制腐败侵蚀的免疫力。同时，加强法律监督队伍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制约，

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办案第一线，延伸到八小时以外，把监督关口前移，做到检察人员的权力行使到哪

里，监管制约措施就跟踪到哪里。三是狠抓法律监督队伍的素质、办案能力的培训和培养，采取集中培

训、岗位练兵等多种形式，以提高业务素质的实际办案能力为核心，扎扎实实抓好全员教育和培训。 

    

    (二)加强法律监督必须强化党对法律监督工作的领导和权力机关的监督 

    党的领导是检察机关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人大监督是检察机关正确履行法律监

督职责重要保障。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进行法律监督时必须自觉服务和接受党委的领导和人大

的监督。在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和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中，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阻力

和干扰，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不仅要依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而且也需要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机

关的支持。有了党的领导和人大的支持，法律监督的力度将会更大，干扰阻力才会更小，推动才会更顺

利。实践证明，在现阶段检察机关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并接受国家权力的监督，才能正确地强有力地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 

    

    (三)加强法律监督特别是诉讼监督，必须以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为目标 

    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切实担负起法律赋予的诉讼监督职责，在努力做到自身公正执法

的同时，不断加大监督力度，健全监督程序。对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滥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和违法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司法不公正现象，要依法监督纠正；要加强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工作，对

因司法腐败导致的错误裁判，要作为监督重点，依法抗诉；对司法人员中发生的绚私舞弊、枉法裁判、刑

讯逼供等犯罪案件，发现一件要严肃查处一件。 

    

    法律监督是以一种权力约束另一种权力，是对掌握权力的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由于权力对司法、执法

人员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和诱惑力，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制约和监督。国家法律颁布后，公民能否遵守，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公职人员的表率作用。如果公职人员不能严于律已，以身作

则，特别是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能正确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职责，贪赃枉法、绚私枉法、

以权谋私，法律将形同虚设，将变成一纸空文。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就是为了

追究那些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事犯罪活动的人的法律责任，起着“治官之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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