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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之十七：检察官的职业特点

[ 作者 ] 郭立新 

[ 单位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 摘要 ] 检察官在法律中的角色地位因各国法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我国，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的职业角色

是法律监督者，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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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官在法律中的角色地位因各国法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我国，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的职业角色是

法律监督者，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检察官职业是随着法律制度的精密化，法律运作中职业的内部分工和法律职

业角色的分化而形成的。作为法律职业，检察官与法官、律师等一样，具有法律职业的共性，即受过系统的法律职业教育和训练，有着以

权利和义务为中心概念的参照系，有以理性的、专业的话语和独特的推理方法去实现法律的确定性，有以维护社会正义和自由，维护法律

权威为价值追求的职业意识。但是，检察官因其角色特点又具有诸多有别于法官、律师的职业特性。从中国检察官的法律监督角色看，检

察官职业具有以下特性：检察官是法秩序的积极守护者法治社会试图达到的目标就是用法律来维持和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保障

人权的实现等。要达到这一目标，一个首要的前提是要求已公布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任何违反法秩序的行为都要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处

理。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承担着对法秩序的维护职能，但法治对法官的裁判角色定位使法官对法秩序的维护是被动的。基于不告不理原

则，没有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行为，法官不能主动地纠正对法秩序的破坏行为。法治对律师的辩护角色定位要求基于当事人的请求，通过为

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以维护其合法利益，从而实现对法秩序的维护。而法治对检察官的角色定位要求检察官是代表国家而非基于

当事人的请求，主动对违反法秩序的犯罪行为进行追诉并对诉讼中的其他违法行为进行纠正。从检察官独具的主动追诉的职能看，检察官

是法秩序的积极守护者。检察官适用法律要恪守客观性义务法官、检察官、律师都要通过适用法律来实现维护法治的义务。恪守法律意义

的固定性、客观性，坚持用法律标准衡量法律事实是他们共同的要求。但是，职业角色对其法律的适用也有所不同。裁判角色要求法官在

发生争议的各方当事人中保持一种中立的、超然的地位，平等地、无差别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即应给予各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对各

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意见和证据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辩护、服务角色要求律师是以法律手段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律

师对法律的忠实在具体执业活动中首先表现为对委托人合法利益的忠诚。对委托人的合法利益是否得到法律的保护是衡量律师是否忠于法

律的标准之一。而检察官则是不仅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维护法律秩序，而且还负有保护人权之责。这就使检察官负有“客观性义

务”。检察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对犯罪行为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追究，对法律的实施不折不扣，既不能使犯罪者逃避法律

的制裁，又不能让无罪的人受到错误的追究。检察官肩负着法律监督的职责，对国家和社会来讲，检察官的行为是实现法律秩序，保持社

会稳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对个人而言，检察官又肩负保护个人权利，实现法律公正之责。检察官是官方的“护法人”，而不是“当

事人”。检察官不但要查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还要查明被告人无罪方面的情况。检察官是一剑两刃的客观官署，不单单要追诉犯罪，更

要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事证，并注意被告人诉讼上应有的程序权利。就是说，检察官为了发现真实情况，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而应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检察官不是、也不应当是片面追求打击犯罪的追诉狂，而是依法言法，客观公正的守护人。这就是检察官的

“客观义务”。客观求实要求检察官：一是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得徇私枉法；二是检察官应当站在法律的立

场，而不是当事人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调查案件事实，既注意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情况，也注意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情况，以使案件得到

公正的处理。检察官职业特点要求对检察官的管理要与其职业行为相适应长期以来，对检察官的职业定位的偏差，对检察官的管理一直采

取公务员式的行政管理模式，抹煞了检察官的法律职业特性。改变检察官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与其职业特性相应的管理模式，是检察官

公正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检察官的法律监督活动是一种适用法律的职业活动。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知识、技



术和思想体系。适用法律需要理解法律，掌握法律方法和技能，而理解法律要先具有法律的知识和思维。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

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在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今日，法律的日益丰富和精密，维护法律正义之实现的程序仪式设

置“格式化”。法律活动日益专门化、职业化，没有一定的法律职业教育的训练，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就难以操作法律。因此，对于从

事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要建立从业的严格资格制度，只有经过系统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训练者才有资格从事该职业。检察官的法律监督

是对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社会单位及公民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是以法律为依据，要求检察官应当只服从法律。

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也要求检察官的法律监督活动不为被监督对象或其他干扰因素所左右，维护监督的有效性与公正性，就需要建立检察

官独立履行职务的保障制度。我国《检察官法》规定了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权利，非因法定事

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和处分的权利，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对于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

履行职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有的因没有制度的支撑和有效的救济难以实现，有的虽有制度保障，但受诸多因素制约，制度的保障功

能还没有充分彰显出来。这就需要通过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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