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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众多的法律类期刊

比作一座百花园，那么《人民检

察》无疑是其中靓丽醒目的一

朵。“定位准确、特色鲜明”使得

对其进行“身份识别”极为容易，

而这正是一本杂志获得成功的

关键。“关注检察动态，探讨法学

新知，交流工作经验，解析司法

疑难”的办刊思路，让“检察”、
“新知”、“经验”、“疑难”等关键

词成为杂志的重要标识。而在实

际的运作中，它给读者和作者的

印象可以概括为“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反应迅速、积极主动”等
十六个字。所涉栏目达十多个；

理论与实践兼容；既有厚重之

作，又有随笔杂谈；聚焦热点，加

强时效性；编辑队伍以饱满的工

作热情积极组稿、主动约稿。凡

此种种，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

《人民检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

风雨，能够在同类期刊中脱颖而

出。
面向未来，机遇与挑战并

存。为了使杂志更上一层楼，《人

民检察》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应时

性与历史性的关系、作者群与读

者群的关系、部门性与开放性的

关系。解读最新立法、聚焦法律

热点、回应现实需求固然重要，

检察理论期刊发展研讨会专题

编者按：检察理论期刊在推动交流工作经验，加强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研讨检察理论期刊的办刊宗旨，交流办刊

经验，展望未来发展，本刊于 6 月 3 日召开了“机遇、挑战与未来———检察理

论期刊发展研讨会”。时值《人民检察》创刊 55 周年暨出版 600 期，来自检察

实务部门的代表、知名法学理论期刊代表等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现摘要刊

发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着力提升期刊的留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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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速逝，大约 4 年前，我

参加了《人民检察》出版 500 期

的纪念活动。而今，《人民检察》
已经 55 周岁生辰了！我谨代表

个人对她表示祝贺！下面谈几个

问题，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一，去经济效益化。去经

济效益化并不是不讲求经济效

益，而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以社会效益为主，

兼顾经济效益。据统计，1978 年

我国仅有期刊 930 余种，而截至

2007 年 4 月底，全国期刊总数则

迅速增长到 9400 多种。但在迅

速壮大的期刊队伍中，真正叫得

响的精品，尤其是在国际上有影

响力的名刊并不多。而在检察系

统，随着刊物种类的增加，竞争

加剧，有些杂志定位偏失，广告

等充斥纸端，积极搞增刊、专刊

等经营的问题屡见不鲜。这就需

要整合，也是本次座谈会呈现给

大家的新问题。《人民检察》作为

机关刊物，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服务检察工作、推进党的事

业发展是其社会效益的归宿。
第二，重理论研究导向化。检

察理论作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

基础和先导，自 1999 年最高人

民检察院作出加强检察理论研

究的决定以来，检察理论研究取

得很大成绩，推动了检察改革的

深化，促进了各项检察工作的发

展。这其中，检察理论期刊作为检

察理论研究成果的直接载体，功

不可没。《人民检察》作为机关刊

物，做到理论研究导向化，实质上

是对党的最新决策的转化和对检

察工作大局的解说。无疑《人民检

察》在检察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望继续发

扬光大。
第三，求选题重点化。期刊的

特性和读者的需求，很大程度上

迫使杂志出版时求新的特点，表

现在检察期刊中，多为对新问题、
新规定的论述，表现了部分期刊

选题偏失的问题。比如《刑法修正

案（八）》出台后，对其理解和适用

的文章在各检察期刊上都有论

及。《刑法修正案（八）》的理解和

适用实际上与检察理论研究无直

接关联，检察期刊纷纷辞专栏解

读，内容交叉重复，完全是对资源

的浪费。
《人民检察》作为机关刊物，

开展检察理论研究要抓住重点，

选准方向，切实发挥理论研究的

重要作用。选题求重点化，要围绕

出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检察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及检察

工作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开

展理论研究。建议与高检院、各省

院的课题接轨，并承担起研究成

果转化责任。

机关刊物视野内的

社会效益凸现

《中国刑事法杂志》副主编 单 民

但期刊是否具有留存价值，无疑

是一个应予重视的问题。而期刊

的留存价值与其所承载的思想、
文化、格调相关，这就需要保障所

发文章的高质量、高境界、高品

位。抓住重大理论、重要立法、重
要人物予以准确介绍和分析，当

是有助于提升期刊的留存价值之

举。
《人民检察》的作者主要为检

察人员和学者。应当看到，最高人

民检察院加强检察理论研究工

作，为《人民检察》的发展搭建了

良好的平台，未来高检院领导需

继续保持对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

重视。作为作者，检察人员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检察实务的

熟悉和了解，他们在提供、解析疑

难案例以及进行实证研究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他们尚

需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掌握实

证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使理

论研究具有科学性、实证研究具

有规范性，才能保障检察理论与

实务研究成果的质量。目前，可以

考虑采取检察人员与学者进行合

作研究的方式，以便取长补短。
《人民检察》作为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机关刊物，体现出较为明

显的部门色彩。不言而喻，反映检

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法

治建设、对于司法改革、对于法律

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当属《人民检

察》的应尽之责，也是基本要求。
从推进国家法治发展的角度看，

《人民检察》应当有更为开放的胸

怀、更为高远的担当，应当进一步

超越部门本位，包容不同的声音，

在同类期刊中扮演法治先行者的

角色，发挥好引领和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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