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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海法院志》在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的精

心组织及市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北海法院志》编

纂小组数个春秋的辛勤劳动，现已定稿出版。这是北

海市两级法院和全市人民法制建设及史志工作的一

件大事，值得庆贺!

北海法院史有文字可稽，可追溯到满清宣统元年

(公元1909)，即晚清时期、在北海商埠首设审检厅，

清宣统二年(1901年)，设合浦(北海)地方审判厅，

主管司法等事宜。新中国成立前，沿革多变，但旧司

法机关并非真正为人民主持公道的本质不变。新中国

成立后，于1951年5月北海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从此

开创了北海司法制度新法制史页。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打击

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服务四化”的神圣任务。

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及各项工作中，北海法院经受了

磨炼，发挥了自身应有的职能作用。特别是锻炼和造

就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人

民法官。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北海法院志》正是沿着

法官们的足迹立地问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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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拨乱反正，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指

导下，北海法院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显得勃

勃生机，蒸蒸日上。

形势的发展对法院的建设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愿《北海法院志》，能成为当前和今后法院建设可贺

借鉴的信史。和开拓未来的前车。为后继者提供有益

的历史和现实的信息。

愿后继者沿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轨道。

开拓、创新、团结奋进，谱写新的更加光辉灿烂的一

页。

邹忠凯

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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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

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北海法院审判活动等方面的历

史与现状。

二、本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本着资治、教化、‘存史为宗旨，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做到思想性、资

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突出北海法院审判的特色。

三、本志由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

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经济审

判、行政审判、告诉、申诉工作、法院建设、法院人

员名录、案例选编和后记等14章37节组成，约8万

字。

四、纪年：解放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同时

换算公元纪年对照；解放后，采用公元纪年，之所以

称解放前与解放后，因广西大部分地区是在1949年

10月1日以后才解放的，而北海则在1 949年12月4

日解放。

五、资料来源：以有关史、志、文献、档案资料

为主，兼用知情人所提供的且考证过的口啤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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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字书写、除引文、序数、词组、定型的词、

朝代、民国纪年以外，其他均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重点记述解放以后的，解放以前的资料

极少，因1951年经有关领导批准，将法院所存的解放

前档案资料全部销毁。

八、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以文为主，辅以各种表

格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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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位于祖国大陆南端，濒临北部湾，三面环

海，气候温和，景色迷人。

北海，是有着100余年开放历史的港口城市，鸦

片战争以前，就受到国内外商贾，企业界、投资者的

青睐。

1990年冬，江泽民总书记亲临北海视察，给予北

海“后起之秀，前途无量”之赞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资政前来北海考察，指出北

海是广西首领城市。

由于北海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引起世人

的瞩目，过去与现在，它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

多个港口有商贸来往，近期也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商人来投资；国内30个省市区亦看好北海。为此，

历代当政者都极为重视北海，早在清宣统元年

(1 909)，清政府于北海商埠设审检厅，主管司法等事

宜，清宣统二年(1910)，设合浦(北海)地方审判厅，

设厅长1人，推事5人，典薄1人，主薄2人，录事

4人，所官1人。

民国元年(1912)，在合浦(北海)，设初级审判

厅、置推事、录事等。民国三年(1914)八月，合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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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初级审判厅被裁撤，由县知事兼管司法，并设

承审员，以理诉讼。民国十年(1921)，又复设合浦

(北海)地方审判厅，设推事等职，并附设监狱一所。

民国十六年(1927)，为了加强司法管理，又在合浦

(北海)地方审判厅改设合浦人民法院。民国十八年

(1929)，广东省高等法院在钦州地方增设广东高等法

院第二分院，院址设在北海。
- 1 949年12月4日，北海解放。人民政府对司法

工作相当重视，同年12月8日，北海市军管会成立，

下设的民政科便配备两名干部专门负责调解民间纠

纷(主要是债务、婚烟)。1951年5月5 Et．北海市

人民法院成立，由副市长徐楠兼任法院院长。至1984

年，北海升格为地级市，并划为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

随之，北海市人民法院亦升格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一县两区三个基层法院(合浦县人民法院，海

城区人民法院、郊区人民法院)。

解放以来，特别是开放改革以来，北海法院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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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年

12月4日。北海解放。12月8日，成立军政委员

会。并接收合浦地方法院和广东高等法院合浦分院。

1950矩

1月，民政科专门配干部2人，负责处理债务、婚

姻等民事纠纷。此后组建北海人民法院。

11月，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

革命运动。从而对那些气焰嚣张的反革命残余势力

——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

道门头子等五方面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951年

1月11日，北海改为直属广东省辖的地级市。

5月，北海市划归广西管辖。

5月5日，北海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由副市长

徐楠兼任院长，设秘书1人、审判员3人、书记员3

人、警勤4人、文印1人，共13人。

6月，法院秘书阮贤钧经请示院长徐楠同意，将

解放前法院档案全部烧毁。

7月，广西省法院决定北海试办公证制度，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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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抽调审判员1人，负责此项工作。

1952年

2月，动员全院干警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至8月结束。

3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为了在

经济领域内，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在北海市开展反

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并成立了“三

反”、“五反’’人民法庭，负责处理案件，保障“三

反”、“五反”运动顺利进行。

6月，在全市范围内，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法

院派员参加市工作组，到各单位和农村协助检查。

1953年

2月，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着重解决法院干部队

伍组织不纯、肃清旧法观点、旧法作风和查处贪赃枉

法、违法乱纪等严重问题。在运动中，法院干部刘坤

初被清洗遣送回乡生产。

4月，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群众运

动，并选择一批有教育意义的婚姻案件，深入基层进

行处理。

11月，法院干警增到38人，其中院长1人、秘

书1人、审判人员23人、接待3人、收发、会计2人、

文印3人、勤什、炊事员2人、法警5人。

12月，北海开展了普选工作，并建立普选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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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处理普选中的各类案件。
1 954年

1月，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复查“三错”案件

(错捕、错押错判)。对复查出来的10起错判案件，
及时予以改判纠正。 ，

4月，撤销院内原有机构，设立刑事审判庭、民

事审判庭和郊区巡回法庭。全院共24人，其中正、副

院长4人、审判员9人、法警3人、收发、会计、炊

事4人、接待2人。

11月，组织全院干警学习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并

派出审判人员赴南宁参观学习公开审判经验。
’

1 955年

5月31日，北海转归广东省管辖。

7月，市法院开展审干和内部肃反运动，审判员

罗伦被关押审查。

8月，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各种破

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市公、检、法

三长建立联席会，下设联合办公室。法院抽调审判人

员加强刑庭审判力量。审理“镇反”案件。

1 956年

1月，北海市成立法律顾问处，配备律师2人，办

公地点设本市中山东居委会。

4月，北海市正式成立公证室，配备干部2人，地

点设在法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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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改北海属合浦专区辖的县级市。

10月，总结、推广实行公开审判经验，要求所有

的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都要依法公开审理，实行陪审、

辩护等项审判制度。
1 957年

12月，开始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

决》的通知。 ，

6月，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

争。号召法院干警大鸣大放，后转向反右斗争。在运

动中法院苏启甲、陆礼荣、陈尚均被划为右派分子。

7月，学习和贯彻执行上级关于此后一切死刑案

件，都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指示。

1958年

6月，在全国搞“大跃进”形势影响下，开展了

所谓司法工作大跃进，不按审判程序和制度办案。

8月，北海市撤销法律顾问处和公证室。

10月，北海改为合浦县辖的“北海人民公社”．设

北海人民法庭，配备正、副庭长2人、书记员4人。

11月，合浦县、北海市、浦北县合并为合浦县建

制。法院也随之合并为合浦人民法院。原北海市人民

法院院长邹优谊合并合浦后，改任合浦县人民法院副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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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6月，北海又与合浦分开，复为县级镇，。设北海

镇人民法院，配有干警13人。

12月，北海召开政法会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

出的“少捕、少杀、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三少”政

策和依法长判政策。公、检、法全体干部参加了会议。
1 960年

4月，召开公、检、法全体干部会议，由“三

长”．传达贯彻全国第10次公安、第5次检察和全国司

法工作会议精神。

6月，贯彻执行《关于当前政法公安工作几个问

题的通知》，强调继续保卫“三反”运动的顺利进行。
1 961年

3月，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破坏革命军人婚姻家庭案件的指示，要求各

级法院认真严肃而又正确及时地处理破坏革命军人

婚姻案件。

9月，公、检、法组织复查案件工作组，对北海

法院1958年至1961年处理的刑事案件，进行全面复

查。

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贯彻国家主

席刘少奇关于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指示。
1 962年

3月，北海镇人民法院增设涠洲人民法庭和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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