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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度省级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确定情况的通报

《关于申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2023 年度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的通知》下发后，各地踊跃申报，共收到 254个，经对各课题组

负责人的组织协调能力、课题组的科研能力、前期相关科研成果、

对课题的论证等情况进行综合考察，结合我省检察实践需要，确

定以下 68 项课题为 2023年度省级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一、重点课题（2项）

【GDJC202301A】轻罪治理与刑事检察制度完善研究：广州

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 庞良程

【GDJC202302A】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检察履职研究：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余新喜

二、一般课题（44项）

【GDJC202303B】巡回检察工作规范化研究：广东省人民检

察院 姚莲

【GDJC202304B】防卫过当认定实务研究：广东省人民检察

院 林峰

【GDJC202305B】刑事印证证明的司法适用规则研究：广东

省人民检察院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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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C202306B】犯罪生态变迁视角下刑事检察现代化理念

研究：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余响铃

【GDJC202307B】行政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构建问题研

究：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林祎珣

【GDJC202308B】非羁押强制措施执行监督研究：广东省人

民检察院 孙寒梅

【GDJC202309B】新型检警关系视角下侦查活动监督现代化

研究：广西民族大学 邓炜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周硕鑫

【GDJC202310B】检察机关自侦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程

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徐旺明

【GDJC202311B】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实证研究——以赋权范

式转型为视角：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李学东

【GDJC202312B】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研究：广州市人民

检察院 曾晖

【GDJC202313B】检察机关促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径探

析——以命案诉源治理为切入点：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黄洁梅

【GDJC202314B】困境与突围：检察人员司法责任认定追究

制度研究：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钟琦

【GDJC202315B】大湾区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模式研究：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张璇

【GDJC202316B】看守所巡回检察工作规范化研究：广州市

海珠区人民检察院 凌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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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C202317B】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研

究：广东财经大学 谢伟；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 曾惠明

【GDJC202318B】涉案中小微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的构建与完善：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 刘娟娟

【GDJC202319B】大湾区海洋公益诉讼多元化替代性生态修

复机制研究：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 刘旭杰

【GDJC202320B】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广州市增城

区人民检察院 连冬玲

【GDJC202321B】大湾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协同机制研究：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 彭冬松；法治社会建设中山大学研究院

杨建广

【GDJC202322B】内幕交易行为异常性研究及大数据法律监

督模型的构建：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周映彤

【GDJC202323B】检察委员会运行的群体决策原理：深圳市

人民检察院 黄海波

【GDJC202324B】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检察实践——以

公民个人信息刑事保护为视角：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邱华红

【GDJC202325B】论正当防卫的司法偏差及其矫正指引——

以一宗“反转”案件的司法解析作为示例之展开：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检察院 黄春晓

【GDJC202326B】涉数字货币金融犯罪的刑法规制和司法适

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段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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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C202327B】中国特色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研究：深圳市

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李丽华

【GDJC202328B】虚假诉讼民刑交织和融合整治问题研究

——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件为视角：深圳市盐田区

人民检察院 陈佩群；北京大学 王锡锌

【GDJC202329B】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安全合规问题研究：深

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 吴澍农；吉林大学 齐英程

【GDJC202330B】功能主义解释下新时代检察权的基本职权

强化与有效路径研究：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 吴岳龙

【GDJC202331B】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检察履职研究：

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李学磊

【GDJC202332B】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若干疑难问题研

究：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崔少波

【GDJC202333B】检察工作提升人民群众公平正义感受度研

究：广州大学 卢护锋；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朱敏

【GDJC202334B】粤澳检察协作机制研究：广东省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人民检察院 周利人

【GDJC202335B】推进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检察探索

——以 G 省 S 市的检察实践为主要视角：汕头市人民检察院 曾

迈捷

【GDJC202336B】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汕

头市澄海区人民检察院 王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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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C202337B】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具

体路径——以 M 市 D 县检察院为蓝本的研究：梅州市大埔县人

民检察院 王青

【GDJC202338B】粤港澳知识产权检察保护研究：东莞市第

二市区人民检察院 林丽芬

【GDJC202339B】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中山

市人民检察院 叶红

【GDJC202340B】劳动争议检察监督案件实证研究：中山市

人民检察院 何泳东

【GDJC202341B】检察监督视野下海洋违法涉罪案件行刑衔

接机制研究：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陈蕾

【GDJC202342B】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实践分析与建议：肇庆

市人民检察院 冯亮

【GDJC202343B】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

察衔接协作问题研究：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检察院 黄星任

【GDJC202344B】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实证研究：潮州市人

民检察院 余键平

【GDJC202345B】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司法适用疑难研究：

潮州市饶平县人民检察院 陈雪辉

【GDJC202346B】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设置及职能配置研

究：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来向东

三、自筹经费课题（2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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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C202347C】广东省安全生产领域企业合规实证研究：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谭琼

【GDJC202348C】核准追诉案件办理疑难问题探析：中山大

学 聂立泽；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魏雄文

【GDJC202349C】大数据赋能检察工作的实现路径研究：广

东省人民检察院 梁志娟

【GDJC202350C】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实证研究——

以广州市检察机关办案实践为主要视角：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何

旭霞

【GDJC202351C】大数据赋能检察业务问题研究：广州市花

都区人民检察院 沈万军；华南理工大学 张友好

【GDJC202352C】技术性证据审查工作机制研究：深圳市人

民检察院 冯军

【GDJC202353C】原始股交易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深圳

市人民检察院 温帆

【GDJC202354C】跨区域企业合规制度研究：深圳市人民检

察院 刘山泉

【GDJC202355C】重罪案件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实证研究：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林松崧

【GDJC202356C】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司法制度研究——

以行政检察为切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孙伟

【GDJC202357C】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实证研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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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黄冠明

【GDJC202358C】电子产品翻新涉商标侵权问题实证研究及

司法走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 付正权

【GDJC202359C】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

基层探索：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检察院 周俊峰

【GDJC202360C】诉源治理与检察建议研究：佛山市顺德区

人民检察院 肖秀敏

【GDJC202361C】检察案例意识培养问题研究：韶关市人民

检察院 李亚军

【GDJC202362C】非法采矿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以服务保障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为目标：河源市人民检察院

刘旭东

【GDJC202363C】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问题研究：惠

州市人民检察院 何学

【GDJC202364C】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

础、实践流变及其构建研究：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 陈文彬

【GDJC202365C】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体系研究：江

门市人民检察院 徐宏康；暨南大学 张鸿巍

【GDJC202366C】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

研究：阳江市人民检察院 黄春燕

【GDJC202367C】大数据赋能检察业务问题研究：茂名市人

民检察院 黄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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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C202368C】党建工作现代化引领检察业务高质量发展

的实证研究：潮州市人民检察院 陈霞

请各课题申报单位、主持人和成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申报单位要大力支持

课题研究，以课题研究为抓手，推动本单位工作高质量发展。课

题主持人是完成课题研究的第一负责人，要带头组织、督促课题

组成员开展调查研究，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座谈访谈、随

机走访、问卷调查、专家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充

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结合典型

案例，分析问题、剖析原因，采取研讨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深

化研究，形成真正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

检校合作课题要用好高校资源，智慧借助提升课题研究质量。

为加强课题管理，提升课题质量，重申课题结项要求如下：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结项：（1）公开发表，核心部分（不少于

4000 字）必须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其中重点课题必须在权

威期刊和法学知名期刊上发表，未发表的一律不得参加课题评审，

发表时间必须在课题立项后。（2）出版专（译）著，课题主要内

容作为专译著公开出版。（3）转化为法治决策，课题研究成果转

化为市级以上法治决策（重点课题除外）。（4）论文评选活动获

奖，课题核心部分在法学类全国一级学会组织的优秀论文评选活

动中获得二等奖以上奖励。

课题实行动态调整机制，立项时定重点课题、一般课题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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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经费课题，仅是初评，最终确定以课题完成质量和评审结果为

准。课题未能按期完成的，要予以通报。各课题组须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课题。所有课题非经省院分管检察理论研究工

作的院领导批准，不得延期。

附件：检察系统权威、知名报刊名录（2022年版）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2023 年 5 月 12 日

附件

检察系统权威、知名报刊名录（2022 年版）

一、权威报刊（5种）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理

论版）

二、法学知名期刊（27种）

中外法学、清华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当代法学、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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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商研究、法学、现代法学、法律科学、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法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究、法学论坛、

政治与法律、行政法学研究、法学杂志、中国刑事法杂志、人民

检察（地方版除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东方法学、北方法

学、政法论丛、河北法学、法律适用、知识产权

三、综合知名期刊（50种）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中国司法、人民司法、证据科学、甘肃

政法学院学报、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法治研究、法治现代

化研究、检察工作（原“检察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国检

察官、检察论丛、黑龙江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

科学、河南社会科学、宁夏社会科学、新疆社会科学、青海社会

科学、浙江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江西社会

科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复旦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海交通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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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南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