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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遵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地方志编委会的统一安排，我院

决定编修((重庆检察志》，选调人员组成《重庆检察志》编

写组。从1986年6月开始，历经四载艰辛，自有检察制度以

来的第一部《重庆检察志》终于问世了，以补史之无，续史

之缺．

纵观历史，重庆I自宣统二年十-'Jl(1911年1月)建立

检察机关起，检察制度的兴与衰，是随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政治风云变化而变化、发展的。这说明检察制度本身就是国

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不可

遏制的生命力。新旧中国检察制度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它

的阶级属性不同，但作为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既有相对

的独立性也有社会的连续性。为了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国的

检察制度，《重庆检察志》本着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啄则，

如实地记载了旧中国的检察制度、检察工作。更浓墨重彩地

记述了新中国检察工作的成绩，以更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

作中的失误。不无端褒贬，不言过其实，不文过饰非。成绩

与失误共存，经验与教训并重。虽然，新中国检察制度在前

进的道路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教训，检察工作受到过

削弱和影响，然而，这只不过是千叶中之一叶，一叶不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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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高瞻远瞩地总结了

历史经验，吸取了教训，靠自身的力量纠正了失误，大大地

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检察制度。不论是机构之健全，还

是检察队伍的壮大；不论是法律之完备，还是办案程序之严

密，不论是办案数量之多，还是案件质量之好，等等，都是

今非昔比的。一部检察志，功过很清楚，是非极分明。

《重庆检察志”在谋篇布局，以及文字运用等方面准

免缺点，但它基本上反映了重庆检察工作的历史概貌。一卷

在手，回顾历史，研究现状，继往开来，为建设具有新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检察制度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这就是我

们编修《重庆检察志》的目的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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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重庆检察志))为专业志，以翔实的史实记述重庆

检察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及机构的演变过程。反映重庆检察机

关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法律

监督职能为全书之主线，记述检察工作的得失规律。

三、1983年永川地区与重庆市合并，永川地区检察机关

的工作记入本志各章。

四、本志采用志、述、纪、表、图、录，而以志为主，

按业务分类，类为一章，按章、节、目横分竖写，详尽略

远，详异略同，详重点略一般。

五、本志上限断于19L1年，下限断于1985年．

六、本志使用的数据，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写的《当

代中国的检察制度》确定以下原则：在各项检察工作中使甩

绝对数字放宽，凡公开用过的全局数字，可以引用，过去虽

未公开用过的数字，现在已无保密必要的必须用的全局数字

可以引用，用局部的绝对数字能说明问题的不用全局的绝对

数字，并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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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物称谓，直书姓名，不加尊称，忌用官称．属于

资料引用的仍依其旧。

八、本书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遵照国务院1984年3月4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九、历史纪年，除大事记每条夹注公元纪年外，其余各

内，同一朝代，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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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巾闷的检察制度：始n清末。重庆于宣统二年十二月(19

11年1月)设置地方检察厅。

1911年tiyi 22日，重庆继武昌之后起义，成立了璧庆蜀

军政府．建立仅11月的重庆地方检察厅便随清王朝的覆灭而

消失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10月，将原重庆蜀军政府设

置的川东高等审判检察分厅分为重庆高等审判分厅，重庆高

等检察分厅。从民同4年(1915年)起，重庆高等检察分厅

机构及名称虽几次变动，但一直是审，检分设。自民国17年

(】928年)起，存地方法院内设检察处，直至1949年11月．

闲而，一般群众只知有地疗法院而不知有检察机关。

辛亥革命后，四川为军阀割据，川东地区的军政大权由

国民革I命军第21军(刘湘部)执掌。民国21年，21军司令部

以财政困难为由，下令除巴县、万县地方法院照常办理外，

其余戍区各县法院一律停办，由县长兼管司法，仅巴县的检

察机构得以保留．从1930年至1944年，江北、綦江、长寿，

潼南、铜梁、合川、璧【IJ、永川、荣吕、江津十县陆续建立

起检察处。大足县至1949年仍是县长兼任首席检察官。从清

末至民国，重庆地区的检察机构是时合时分·时撤时建。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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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而建立起来的人民检察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人民检察机关是同家的法律舱督机关，是人民民

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

1951年，重庆市人民检察署成立，6月，江津检察分署

成立。各区、县的检察机关因人力物力等条件不备多未成

立。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通过的《宪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一设立最

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重庆市、江津地区已

建立的检察机关于12月改署为院。从1954年至1957年上半年

这段时间，由于党和国家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

设，检察制度亦有较快的发展。

1957年夏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这场斗

争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刚走上正轨

的检察工作，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能被批判。从此检察工

作急转直下．1958年搞“大跃进"，把公、检、法三机关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分工视为．--套马车，搞分散主义”，

把检察饥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说成是“把矛头对准公安和法

院，，、“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而进行批判。在浮夸风的影响

下，要求一人顶二三人的工作。办案实行“一长代三长"

(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一员代三员”(公安

员、检察员、审判员)，取代了法律监督职能。1959年又开

展了反“右倾，，斗争，检察制度接连受到批判后，法律监督

驴能被削弱，有的被取消。检察机关的干部一再被精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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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工作迸入低谷，举步维艰。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总结了从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

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最高人民检察

院召开了第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检查了在指导工作中的

错误·从1962年至1965年，虽然“左"的思想仍继续干扰，

但随着民主与法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加强，各项检察业务又逐

渐开展起来。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

又在全国开展了，检察机关受到严重冲击而瘫痪，业务活动

停止。1970年又将绝大多数干部下放农村劳动，市‘区、县

检察机关已是名存实亡。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能由

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被取代了。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

大革命"。党中央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拨乱反正．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规定重新

设置人民检察院。是年下半年重庆市检察院、江津检察分院

及各区、县检察院相继建立，对外办公，中断了十年之久的

检察叽关叉重新建立起来了。1983年，永川检察分院(即江

津检察分院)与重庆市检察院合并后，下属9个区院、12个

县院。重建后的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都比之以往

任何时候更快更好，检察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检察制度的核心是法律监督职能。从清末至民国，虽未

明确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它的职能体现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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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监督的作用。光绪三十三年，清德宗批准的((各级审判通

则》规定检察宙行使刘‘刑事案件起提公诉，收受诉状请求预

审及公判，监督审判并纠正违误等八项职权。中华民国成立

之初，对前清颁行的法律暂准援吊。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

变化，检察宫的职权主要捏实行侦查、提起公诉，指挥司法

警察，指挥刑事裁判之拱晰。以后又扩充了协助自诉，担当

自诉两项职权。这对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起了作用的。

人民检察制度是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三十多年来在曲折的道路上探索前进。1951年，市人民

检察署成立之初，人员少，法制不完备，检察工作主要是服

务于党的中心任务。1951，fF，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办

理部分重点案件，通过办案注意防错防漏，特别是注意纠正

镇反初期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倾向。 “三反"(反对贪污，浪

费、官僚主义)、 “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

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在党委的

统一领导下，组织力量，协助有关部门查处了一批经济案件

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案件。以后又配合贯彻婚姻法、选

举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检察执行政策法律的情况。

1954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规定检察机芙的即权为：对于地力‘国家机关的决议、

命令和措沲是≯j合法，闲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

律实行临督(即一般躲督)，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审判

机关的审判活动，对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和劳动改造机关的

·4·



活动是否合法等等，实行监督。t953年，市检察署成立监督

处，担负起一般监督任务。由于缺乏经验，工作方法不当等

原因，某些方面超出了法律监督范围，在反右派-1·争牵，

一般监督工作被说成“驾凌于党政之上”、 “把专政矛头对

内”，批判后予以取消。

从1955年起，检察机关全面担负起刑事俭察raft-：。依照

政策、法律严格审查批捕、起诉案件，不应逮捕、不应起诉

的案犯坚持不捕、不起诉。按审批权限应上报审批的案件，

也如实地提出意见，供市委濒导参考。从1957年夏季开展反

右派斗争时起至1961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法律虚无

主义盛行，强凋配合，讳言监督；强凋打。旨敌人的破坏，忽

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强调防漏，忽视防错，这就不可避

免地发生冤错案件。至1978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公

安、法院一起纠正、平反了冤错案件。

1980年《刑法》、 《刑事诉讼法》实泡。检察机关在各

项业务活动中，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f芪、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股法蚀正行使检察权”。1982年12)j 4日，-卜

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正通过的

袋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关，充分肯定了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从此，行使法律监

督职能有了法律保障，各项检察业务活动，全面地积极地开

展起来。

刑事检察工作方面，严格依法办案，把好审查批准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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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审查起诉关，认真实行对侦查与审判的监督。1983年至

1985年三年“严打”中，共批准逮捕案犯17459人，向法院

提起公诉15325人，判决无罪的仅12人。办案质量之好是前

所未有的。依法从重从快地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刑

事犯罪分子，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法纪检察工作方面，以查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

逼供、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案件为重点，积极同违法

乱纪行为作斗争。力排干扰，冲破阻力，依法惩处了一批违

法犯罪的领导干部，保障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

经济检察工怍方面，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

进行。特别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1981年，检察

机关即把经济检察作为主要任务，大力加强经济案件侦查工

作。有重点、有计划地清查济经犯罪案件。从1980年至1985

年六年间，共侦办经济案103l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

失630万余元。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同时，注意扶持乡镇

企业的发展。

监所检察工作方面，加强了对监狱、看守所、劳改、劳

教场所的检察工作。认真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

改方针和“教育、挽救、感化"的劳教方针。严厉打击在押

犯、劳改、劳教人员的重新犯罪活动。总结了监所检察工作

“四同四了解"的经验，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予以

转发。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方面，检察叽关历来就重视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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