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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以来，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探索，司法人员分类管

理就是此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人员的科学分类，有利于去

除目前检察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有利于建设专业化检察队伍，提

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文章首先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

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目标追求

出发，指出此项改革措施的深入推进，势必对检察机关现有的内设

机构带来冲击，这是因为现有内设机构存在的弊端：一是行政化问

题突出，有悖于分类管理改革回归检察司法属性的要求，二是机构

设置比例不合理，有悖于分类管理改革推进司法专业化建设的要

求，三是内设机构设置过多，有悖于分类管理改革提高司法效率的

要求。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新一轮

司法体制改革以来，先行开展实践探索的湖北、吉林、深圳等地的

实践做法进行分析，同时对实行人员分类管理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

区的内设机构设置情况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和借鉴，总结出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整合必须遵循的

原则，并对内设机构整合路径选择进行思考，提出符合分类管理要

求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整合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分类管理；检察；内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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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 ly  advance  the  law-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new round of  judic ia l  reform s ince  

the  18th  Nat 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 t  Par ty,  wi th  c lass i f ied  

management  of  judic ia l  personnel  as  one of  i t s  main  tasks .  The 

scient i f ic  c lass i f icat ion  i s  favorable  to  tackle  problems in  the  

adminis t ra t ional  management  to  prosecutors，s t rengthen prosecutors '  

predominant  posi t ions  in  judic ia l  cases ,  rea l ize  the  specia l iza t ion and  

profess ional iza t ion in  th is  f ie ld  and improve judic ia l  eff ic iency and 

impart ia l i ty.  The  a r t i c le  f i r s t  ana lyzes  the  ac tua l  s i tua t ion  o f  the  

es tab l i shment  o f  the  in te rna l  s t ruc tu res  o f  the  p rocura to r ia l  o rgans .  On  the  

bas i s  o f  the  ana lys i s ,  the  a r t i c le  embarked  f rom the  purpose  of  the  

reform,  sugges ts  tha t  i t s  deepening implementa t ion wi l l  cer ta inly 

br ing enormous impact  to  exis t ing internal  s t ructures  in  procurator ia l  

organs ,  as  there  are  numbers  of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Fi rs t ly,  

the  adminis t ra t ion  involvement  i s  so pronounced that  contradic t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 lass i f icat ion reform to give  pr ior i ty  to  judicia l  

funct ions .  Secondly,  inappropria te  proport ion between depar tments  i s  

agains t  the  es tabl i shment  of  judic ia l  profess ional ism.  Final ly,  too  

many in ternal  s t ructures ,  the  main body to  carry  out  the  

procurator ia l  responsibi l i t ies ,  t ru ly  hamper  judic ia l  eff ic iency.  After  

the  analysis  of  problems,  this  ar t ic le  from the  perspect ive  of  

comparison method t r ies  to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how pi lo t  areas ,  

such as  Hu Bei  Province,  J i  Lin  Province and Shenzhen put  the  

reform into pract ice .  Meanwhi le ,  by comparison wi th  in ternal  

s t ructures  in  c iv i l  law countr ies  l ike  Japan and Korea ,  the  ar t ic le  puts  

up wi th  pr inciples  which should  be  obeyed in  the  s t ructure  

integra t ion,  considers  t h e  pat h  s e l e c t i o n  a n d  makes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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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 ions .  

 

Key words:  c lass i f ied management ;  procurator ;  in terna l  

s t 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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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伴生着司法改革的不懈探索。随着

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来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矛盾

和冲突层出不穷，相对的，人们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对司法公正

的需求愈加迫切。但现实生活中，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

题大量存在，人们对司法的信赖感缺失，引发了社会广泛的思考，

并将问题根源指向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导致的司法不独立。基于

这一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旨在实现司法独立

的司法改革部署，四中全会进一步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

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就是此次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检察机关开展人员分类管理，题中之义就需要按照职位特点，

科学地对现有的检察人员进行分类，并规范不同类别人员的管理机

制。通过人员的分类管理，去除检察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推进实

现检察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相应的，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设置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各地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大多都对内设机构进行整合，

但主要以基层或地市一级检察院为主体的底层试点方式出现，且各

地做法不一，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在实践中引发检察机关和检察

同仁的思考。基于此，本文以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趋势作为背景，

重点论述其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带来的影响，并围绕分类管理改革

的要求，对内设机构整合路径和方案进行思考，希望能够对检察机

关先行先试实践提供帮助。  

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目前，司法工作者以及学者鲜少以司

法人员分类管理作为切入点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进行研究，更

多的是独立命题进行论述。围绕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大多是在对我

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现状或以往试点单位的开展情况进行

总结的基础上，或者再比较域外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模式，对我国检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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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深化细化进行构想，进而再对人员分类管理

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意见，如选拔、任用、晋升及职业

保障等等。关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众说

纷呈，学术界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关于这个问题，切入点比

较多的是从优化检察权配置的角度出发对检察内设机构改革进行

论述，或者从检察组织法的修改展开思考，分析内设机构应如何完

善的问题。可以说，关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

置的问题，论者颇多，但是大多数的论述缺乏两者之间联系的探讨。 

基于这个意义，本文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切入，以分类管理改

革拟要实现的目标为出发点，分析这一改革措施对现有的检察机关

内设机构设置的影响，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试点省市中有代

表性的关于内设机构整合的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利弊，同时借鉴大

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分类管理

改革要求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整合之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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