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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建议规定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 

阅读次数： 299  2007-4-20 10:27:00 

     《法学研究》2006年第一期刊登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和该校

博士研究生李训虎的文章，建议应规定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 

     文章说，意大利、法国均强调检察官的独立，甚至在十分强调检察

一体、上命下从的德国、日本，也是如此。我国法律强调的则是人民检

察院的集体独立，并未规定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而改革的实践是另

外一种景象：《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提出：“全面建立主诉、主办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要求“依法明确主诉、主办检察官承办案件的程

序和职权。”这些改革提高了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但与刑事诉讼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是冲突的。 

     文章探讨了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正当性。一是目前的检察实践

中，检察官已经是权力的行使者，因此应当让其名实相符、实至名归。

这样，权力行使的主体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检察院置换为作为个体的

检察官，可以增强检察官的职业责任感。二是目前检察一体、上命下从

的体制，使上级干预下级具有了正当性，并导致层层审批、文牍主义、

诉讼效率低下，还会产生相互推诿、无人负责、集体无意识、集体不负

责的情况。而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

三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特性与规律，要求赋予检察官适当的独立权，使其

能够自主判断、处理检察业务。四是目前实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与原

有的集体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办案机制是矛盾的，如果不从法律上加以协

调，就会动摇改革措施的合法性。 

     文章认为，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检察一体的检

察体制，这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检察官不能独立。为解决这个问

题，必须把检察机关内部人事、经费、装备等行政管理事务从检察体制

中分离出来，让检察官独立行使侦查、起诉、抗诉等检察事务。同时，

应规定检察官行使职权的法定主义，严格防范上级对下级权力的侵分与

限制。而对于检察行政事务，应行政化运作，贯彻检察一体、上命下从

的原则。 

     为了防止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带来的弊病，文章认为应相应建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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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监督原则：一是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二是实行好已经建立的人民

监督员制度；三是建立法院诉讼监督机制，其优势在于是一种动态的司

法审查机制，它从全过程上控制检察官权力的行使，将控制公权力与对

犯罪嫌疑人进行司法救济有机结合起来。 

                                             (文/中国法学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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