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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

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和迭代提升、社会联结形

式和方式的迅速变更，促使司法发生数字化转型。

本文立足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

定位，以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为主线，剖析数字检

察改革的动因和要义，在厘清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

出数字检察改革的实施路径。

一、数字检察改革动因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

国”，专章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突出强调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并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

作”。2021年 6月，党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这在百年党史上是第一次，充分彰显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的坚定决心、对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特别是加强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标新时代党

和人民对检察履职的更高期望，检察机关当前最现

实、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直面《意见》指出的新发展

阶段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新需求，针对法律执行和实施的短板，破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这一

核心问题。

（一）检察工作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法律监督模式

的现状和问题。传统法律监督模式在监督质效上存

在被动性、碎片化、浅层次的短板，长期阻碍检察机

关破解监督职能虚化、弱化等难题。进入新时代，人

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找到一把关键“钥匙”、一

个关键变量，强有力地驱动法律监督工作解题破局，

化被动为能动、化碎片为系统、从浅层次走向深层

次，全方位地提质量、增效率、强效果，实现法律监督

高质效。

（二）社会治理现代化形势下法律监督促进治理

的职责和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内容和必然要求，参

与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

必然延伸，更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应有之

义。新形势下加强法律监督促进社会治理，是检察

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治理职责的内在要求，是放大法

律监督治理优势的迫切需要，更是提升法律监督治

理效能的价值追求。

（三）新时代科技革命浪潮下法律监督模式变革

的契机和路径。新时代检察工作要实现法律监督高

质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关键变量和核心

路径就是数字革命，其具有“一子落而满盘活”的裂

变效应。检察机关必须融入数字战略全局，把握检

察工作未来发展制高点，深刻认知其内涵、特征、作

用以及对检察工作的巨大影响。检察机关适应数字

革命，要紧扣法律监督职责使命和功能价值，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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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系统重塑法律监督功能、模式、流程、手段和体制

机制，使其能够促进社会治理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

到主动的深刻转变，真正实现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现代化“蝶变”。

二、数字检察改革要义

数字检察作为一项革命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

核心要义在于“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

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这既是“本”的提升，更是

“质”的嬗变。要探索实践“个案办理—类案监督—

系统治理”的数字检察路径，以数字化改革创造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前所未有、通向未来的新跨越。

（一）理念：从技术理性到制度理性的新跨越。

数字检察不单是推进法律监督提质增效的“器”，更

是检察工作从根本上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入现代化

的“道”。1.引领性。数字检察旨在把数字化、一体

化、现代化贯穿到检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使之发

挥全方位的引领作用，最大化激发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的职能优势和功能潜力，实现法律监督工作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本质上是数字时代法律

监督新战略、检察工作现代化新征程。2.整体性。

数字检察是从整体上对法律监督工作传统思维方式

和路径的革新，是一次对法律监督运行机制“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重塑变革，其不仅是法律监督手段

的颠覆性创新，更是对检察工作的业务流程、组织架

构和体制机制的系统性重塑，发挥全局一体的最大

效应，共同打开法律监督功能价值的新空间。3.撬
动性。数字检察基于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通过践行

“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律监督模式重

塑变革，着力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

“系统治理”的监督质效跃升和检察价值追求，是在

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释放检察生产力的系统性变

革，对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发挥鲜明的撬动性、主导

性、支撑性作用。

（二）数据：从被动监督到能动检察的新跨越。

海量数据中隐藏着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执法司法不

公不严不廉、社会治理漏洞和薄弱环节等问题线

索。“任何违法犯罪都有一个信息链条，孤立看链条

上的每个信息点很难发现异常，运用大数据筛查、比

对、碰撞，信息点之间就有了交集、串连。”数字检察

改革，通过盘活内部数据资源、攻克外部数据壁垒，

统筹推进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防护，激发“数据”这

一生产要素对法律监督工作的放大、叠加、倍增作

用，破解监督线索发现难、监督工作被动性、监督实

效不明显等突出难题，全面激发内生监督动力，更加

精准、有力、高效践行能动检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

（三）平台：从应用辅助到模式变革的新跨越。

实现执法司法信息共享、拥有海量数据资源，并非就

直接拥有了监督线索，而是需要进一步开展数据的

运用、碰撞和演算。浙江省率先探索建设的“检察大

数据法律监督平台”，是“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

统治理”的大数据法律监督运行机制和智能化系统，

其是数据平台更是建模平台，是技术平台更是办案

平台，是监督平台更是治理平台，其综合集成数据、

算法、模型、算力等要素，以数据计算分析、知识集成

运用、逻辑推理判断为核心，在检察数字化改革中发

挥“大脑”的作用。平台上所有数字监督场景都按

照“业务端”和“治理端”分类，将法律监督职能和社

会治理职能有效融合，能够实现乘数倍增的监督效

应、聚焦治理的穿透效应、部门多跨的协同效应和

一体贯通的整体效应。中央政法委《关于充分运用

智能化手段推进政法系统顽瘴痼疾常治长效的指

导意见》把“探索建立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作

为构建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重要举措

之一。

（四）赋能：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的新跨越。

数字检察的重点在于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支撑，

使检察官将算法、算力运用到法律监督工作中，系统

重塑法律监督模式，用数字空间打破传统法律监督

的时域限制，为法律监督提供发展动力和技术支撑，

通过“解析个案、梳理要素”“构建模型、输出线索”

“一地突破、全域共享”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机制，及时

总结提炼经验，按照“系统抓、抓系统”“领域抓、抓领

域”的方式，部署开展全域专项行动，推动类案监督

在省域层面全面铺开、滚动发展，实现从“办一案”到

“牵一串”的跨越性一步。

（五）治理：从职能延伸到价值重塑的新跨越。

追求法律监督高质效要以“监督促进治理”为更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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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目标。数字检察通过将类案监督打造成“治理

场景”，在全面激发法律监督内生动力的同时，也从

根本上促进了法律监督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一

方面，类案监督势必引向系统治理；另一方面，系统

治理也将有力放大监督价值。“监督促进治理”既是

数字检察的工作要求，更是具有重塑性质的价值追

求，把追求个案正义提升到实现类案监督、促进系统

治理的更高追求上，是对传统办案价值的升华与重

新定义。

三、数字检察改革路径

数字检察改革是一次重大集成创新的硬核改

革，事关贯彻落实《意见》的全局，事关检察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长远。检察机关既要有清晰、连贯的改革

战略，也要有一致向前的改革实施路径，应紧扣数字

检察“重塑变革”的核心要义，注重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在大局中谋划、在大势中推进、在大事上作

为，推动数字检察改革实践不断深化、拓展、升华。

（一）建立高效工作推进机制。1.建立组织领导

机制。数字检察的全方位、整体性决定了其应当且

必须是“一把手工程”，要坚持检察长亲力亲为，成立

由检察长担任组长的数字检察改革领导小组，统筹

推进数字检察工作。2.创新实战实效机制。紧扣大

数据法律监督实战实效，探索建立数字检察办案指

挥中心，设立研判综合组、数据保障组、协调督查组

等专业工作组，着力发挥“中枢大脑”的作用。3.优
化评价激励机制。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统筹引领、

工作指导，建立健全科学考核评估体系，加大数字检

察在考核中的比重，同时，实行争先创优的“赛马机

制”，鼓励各地检察机关既重视全省性专项行动的统

一部署，又重视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优势。

（二）完善数字办案配套体制机制。1.探索打造

最小数字检察办案单元。打破“四大检察”“十大业

务”固有分工，由一定人员组成一个个数字检察办案

团队，把数字办案工作量化、压实到每一个团队，推

进融合式办案、团队式研判，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效

能。2.强化审查、调查、侦查“三查融合”机制。审

查、调查、侦查是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工作的三种法定

手段，三者之间具有融合性、同质性，“三查融合”既

是思维的融合，也是方法的融合；既是手段的融合，

也是线索的融合；既增强了法律监督的系统性，也增

强了法律监督的刚性。3.推进数字监督事项案件化

办理。将法律监督事项作为案件办理，将内部的监

督流程管理和外部的监督程序合为一体，提升法律

监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切实形成“个案办理

—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闭环管理。

（三）构建专门理论、制度和话语体系。加强对

数字检察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规律

以及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实践的总结提炼和理论研

究，形成健全成熟的数字检察理论体系，更好引领数

字检察实践。依循数字检察实践规律，构建一整套

与数字检察相适应的实战方法、方式流程、工作规范

和体制机制，形成数字检察制度规范体系。重视对

数字检察实践中产生的“大数据法律监督”“应用场

景”“多跨协同”“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

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术语的提炼固化，构建标准化的

数字检察话语体系。

（四）夯实数字检察队伍建设基础。通过“突出

理念转变”“突出办案指引”“突出应用普及”等持续

的实战实训，不断激发检察官开展大数据法律监督

的创新创造活力，深化其对数字检察“重塑变革”的

认识理解。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以数字化改革

助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论断，并作出“统筹推进

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提升跨层级、跨地

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

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为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提供了

根本遵循。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数字

检察工作会议，对加快推进“数字检察战略”作出全

面部署。以“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律

监督模式重塑变革，是检察机关融入新时代科技革

命、实现法律监督高质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

项重大改革，有赖将来以更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

果不断深化、拓展、创新，推动数字检察改革进一步

理论化、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更加有力牵引新时

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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