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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开展量刑规范化改革。《通知》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要

高度重视调查取证，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且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法定量刑情节，而且要注重查明各种酌定量刑情

节。（《京华时报》11月23日） 

  这一新规被某些媒体和学者解读为检察官定位的重构。一个本在学界经院内争吵不休的话题摆在了公众舆论

的案头。毋庸讳言，检察官可能是所有的公职人员中最难以自我定位的一类。自从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

来，“Who am I ”（我是谁？ ）的追问就困扰着所有的检察官。有时，他们像是 “法官之前的法官”；有

时，他们又像是 “法官之上的法官”。在法庭上，他们是公诉人；在反贪领域，他们又是侦查员。这些多重身

份，在宪法设计上被统归为“法律监督者”。 

  从法律监督的本质来看，检察官实则是法律的守护者。我们的司法实践一度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对立起

来，而惩罚犯罪也被人为地置于优先的位置。这一失之偏颇的理念，给检察官贴上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刀把子”

这一标签。但事实上，法律并非仅仅只有单一的惩罚功能，法律同样注重对人权的保障——这里所说的“人

权”，既包括被害人的人权，也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没有对人权的保障，就不能精确地惩罚犯罪。

举凡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乃至新近曝出的吴大全等等冤案苦主，之所以遭遇“天降不白之冤”，都有公、

检、法三机关不认真履行人权保障义务的因素。司法机关在造就这些冤案的同时，事实上也放纵了真正的罪犯。 

  尽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中立地位，正在凝聚越来越多的共识，但要扭转过往司法实践

中 “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这其中，最突出的障碍，就是于各地普遍实施的检察官绩

效考评体系。由于种种原因，检察管理完全复制了行政模式。为确保办案质量，检察机关多以撤案率、不诉率、

无罪判决率等，来构建考评体系。 “立得住脚，诉得出去，判得下来”这十二个字，成为评价案件优劣的核心

要件。为了成案并确保最终获得法院的有罪判决，检察官自然更注重于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

罪重的证据，而忽略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更有甚者，在收集到了一些能够证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之后，检察官也拒不公开，更别说提交法庭了。吴大全案中，被告人多次

提供真凶线索，但均被人为忽略。 

  对于检察官而言，内有“判得下来”的考评压力，外有“案件协调”的党政干涉，“中立”也就成了一个法

治梦想。绩效考评和外来干涉决定着检察官的奖惩升降，不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无以成就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不

给检察官以“中立”的制度保障，也难以奢望所有的检察官都护法抗“上”。按司法规律来改造旧有的检察官绩

效考评体系，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可能比下发几个“通知”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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