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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司法机关 



第一节  
司法机关界定和沿革 



一、当代中国司法机关的界定 

（一）广义的司法系统（全国层面：两
院三部） 

   1.两院：法院、检察院 

   2.三部 

  (1)公安部:国家的治安和侦察机关 

  (2)国家安全部：主管间谍、特务案件
中的侦察工作以及其它政治保卫工作 



 (3)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主管
国家的司法行政事宜。 



（二）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关（两院） 

 1.法院：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
判权。主要任务：审理刑事案件、民
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和做好执行工作。 

 

   



2.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
刑事案件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
公诉权、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权、
刑事审判监督权。 

 



3.两院的地位
（与国务院相
比较） 

“同等的地位、
不同的规格”  

 



二、司法机关的沿革 

（一）改革开放前的司法机关 
1.1949-1953:司法机关的建立。 
2.1954-1957:司法机关的发展时期。 
3.1957-1976:司法机关的挫折期。 





（二）改革开放后的司法机关  

1.加强立法工作，
使司法机关有法
可依。 
2.健全司法机构。 
3.完善司法制度
及其相关制度。 
4.严打 



第二节 人民法院 



一、人民法院的组成 

（一）最高人民
法院的组成 

由院长一人，副
院长、庭长、副
庭长和审判员若
干人组成。 



（二）地方人民法院的组成 

地方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 



（三）专门人民法院的组成 

专门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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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人民法院与地方法院的区别主
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建立的依据不同； 

  2、管辖案件的性质不同； 

  3、产生及其人员的任免方式不同。 

 



我国各级各类法院设置情况 



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上下级关系 

法院上下级关系 

审级关系 

审判监督关系 

指导关系 

指定管辖关系 





公开审判原则 



辩护原则 



合议原则 



回避制度 



独立审判原则 



第三节 人民检察院 



一、人民检察院的组成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组成 

设检察长1人，
副检察长、检察
员若干人。并设
置检察委员会，
在内部机构上又
设有厅、室、局，
分别承办相关工
作。 



（二）地方人民检察院的组成 

地方人民检察院 

高级人民检察院 中级人民检察院 基层人民检察院 



（三）专门检察院的组成 

专门检察院 

军事检察院  铁路运输检察院  



二、人民检察院的职权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 

(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 



三、人民检察院的活动原则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 



对于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 



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三、地方人大与地方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监督与
被监督的关系  



四、法院和检察院的区别和联系 

(一)区别 

1、性质不同 

2、职责不同 

3、上下级关系不同 

 

 



(二)联系 

  1.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2.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院和法院
是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互相监督
的关系 

 (1)普通刑事公诉案件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位犯罪的
刑事案件 

 

 



 

 

第四节 司法原则 



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 



西方的司法独立 
 
一.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法院组

织机构独立，自成体系，检察机关则隶
属于行政系统； 
二.“法官独立”，法官按照“自由心

证”，独立行使审判权； 
三.法官终身制和高薪制，非经弹劾，

法官不得被免职、撤职和提前退休。 



中国的司法独立 

 

一.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
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
干涉； 

二.司法机关在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
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 

三.司法机关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接
受人大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 

 

 



如何处理好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的关系，
是中国未来司法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 

 



司法公开 



昭通李昌奎案 



思考题： 
 

中西方的司法独立有
何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