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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法拶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统治阶级行使

审判权的特定机关。历代统治阶级都把法院作为统治被压迫阶级

的重要工具，以保护本阶级的特权和利益，维护和巩固其阶级统

治。民国初期，吴县已建立地方审判厅，但仍沿袭清来的审判制

度。不久，吴县地方审笋8厅被撤销，由县知事兼理司法，集行政、

司法于一身，甏法从属于行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吴县地

方审笋《厅改建茭吴县地方法院。国民党政府根据资本j二义的司法

摹则，斜订和颁布了‘吠法全书"，逐步建立了现代的审判制度，

’爰却继续维护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我国的司法主

j遭受破坏，明显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羔灏。国民党政

∥．裹面上鼓吹“司法独立”‘锰法律面前^、人平等”，但在‘镶

∥必先安内”的旨意下，司法审判以镇压、i懵共产党人、爱国
_、．步人士，欺压广大劳动人民为职守，维护地主阶级，官僚、买

多。资产阶级的利益，广大劳动人民的诉讼灏《得不到保证，真是
“罢漆衙f-jAg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力。沦陷时期，司法审判成

了维护日伪统治，镇珏我抗日爱国志：}的主要手段。抗战嬲《后，
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府为挽救莫在军事．{二的失败，维护其摇

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强化司法机构，广泛施行法外之刑，进行秘

密审挚《和军法审判，更加残酷地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完全剥夺

了广尢人民纳诉讼栅{|。司法机关贪赃枉法。韵私舞弊，滥施酷
刑，残杀无辜，已成为独裁政权实行高压统治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遵循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

．～?^／



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在彻底催毁旧的国家机器

的基础上建立苏州地区人民法院和苏州市人民法院，担负起国家

审判机关的职能，严格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开展审判活动，

惩办了各种犯罪分子，调处了大量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从而保

护了国家、集|锌．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为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捍卫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国初期(1949、b195191．、i2)。人民法院创建后随即

毋展了审判工作。在刑事审判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撙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俐》，惩办了_批敌
j逻和破坏圭地改革的不法地主分子和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土

7藿、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遒门头子。对其中

器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

多乏死刑。与此同时，还配合“肃毒运动力、“民主改革运动”和

内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在经

溅域肉旅的燃、删漏税、胜窃醵黼、脯工
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依法判处了一批普

通刑事犯罪黼经济犯罪-e-e，保卫了土地改革，巩固了新生
的民撇a

在民事审判方面，根据19{iO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展了婚姻法宣传和婚姻案件的审理，

解除了一大批封建的强迫、包办、买卖婚姻，惩办了。些明目张

胆效压、虐待甚至残害妇女的犯罪分子，有效地摧毁了旧的婚姻

制度，建立起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型婚姻关系钆除此之外，

还审理了大量的债务、房屋、劳资等纠纷案件，促进了人民内部
／、／2．八／



团结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人民法院内部，根据中共中央‘哄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

入民法院弦的指示，于19S2年7月起开展了司法改捌。在司法
改革中．—是批判了旧法观点、旧法思想和旧法作风；二是整顿

了组织，调整和充实了一批新的司法工作人员；三是建立和健全

了司法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人民法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鹃一1956)。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其他重要法律

的颁布，加强了人民法院的建设，审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公开审判为中心，试．行了陪审、合议、辩护、回避、上诉等各

项审判制度和程序，提高了办案质量。

这一时期的刑、民事审判，主要围绕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西隘和第—．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彤搬开

展。人民法院还专门建立经济保卫庭，保卫“三大改造?的顺利

进行。195S年秋，全国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法院

桃越舯，确、锵、及蝴惩卜撕觯褂
和刑事犯罪分子，并根据‘锂白从宽’’的原则，对坦白自首、真

诚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人员，予以从搬，从而促进了犯罪分
子的分化瓦解。

大期模经济建设时期(i9S7——1966)。刑事方面，贯彻

‘吵搐、少杀刀的原则，惩处了破坏经济建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和投桃鹪把等经济犯罪分子，并于19s9#国庆十周年前夕，特赦

了一批确有悔改表现的反革命犯和刑事犯。民事方面，贯彻‘调

解为主刀的原则，调处了大量民事纠纷，同时，加强了对各级调
，一3√



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力争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这一时期的审判工作经历了一个酋折的过程。由于‘阪右派”

斗争扩大化，不少干警受到错误的批判或下放劳动，刚刚建立的

各项审判制度和程序受到严重的冲击。19S9～．|960年，公、检、

法三个部门会署办公，实行“—长代三长、一通顶三员弦， “下

去一把拱，上来再分家彭的办案方法，缺乏!互一葛监督制约，以致

办案质量下黪·，冤锚案佟增多。i96i毒意中共嗡央‘镧整、巩固、

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恢复了人民、{院的审判制度和

正常工作秩序，法制建设重新褥到了加强。

“文化大革命”对期(1966一一-tg；b)一点十年动乱中，林
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提出了‘砸烂蛐{"的反动口号，
把本来就不够完备的国家法制破坏殆尽。“文。i矿一开始，法院

机构随即瘫痪，全体干警被赶离岗位。1968每嫡军事管制后，
以“一竿子到底”方法办案，许多案件被颠伊黑白、混淆是非、

甚至草营人命，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1973s二虽然恢复了人民法

院建制，但审判工作仍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

和影响。

新的历史时期(1977——1985)。粉碎“四人帮”后，特另《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陆续修改制定并颁布了，《宪

法》、懒法》、从民法院组织法》、《刑法》、硎事诉
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

苏州两级法院坚决贯彻实施了这些法律、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程

序和制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审理各类

案件。人民法院昀工作逐步走上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正确轨道。



报据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

冤案”的政策，认真复查纠正了‘‘文化大=荸前，中和‘‘文化大革

矿前的冤、 假、错案，并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改判案件的善

后工作，落实了党的政策。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贯彻了对严重危

害社参、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从

严惩；二刀的方针，严厉打击了杀人、抢劫、强奸、流氓等七类严

重刑l：?；犯罪分子和贪污、受贿、诈骗等重大经济犯罪分子，有力

地促j童了社会治安的明显好转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畏。

玺比同时，加强了民事审判和经济审判工作，贯彻实施了新

∞姻法》、《继承法》等有关民事法咎、及时调处了大量民事
案件；按照《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审理了大批经济纠纷案件，

从确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促进了改革、开放和黼义经济
建没的顺利进行。

第一章机构设置和演变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的审删
一、江苏省高等审判厅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实行司法改革，颁布了《大理

院审判编制法》，次年公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宣统元

年(1909年)又颁布了触院编制法》，建立了司法与行政分立
的体制。中央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j为最高审判机关，省设高等

f-一一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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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厅，府(直来州、厅)设地方审判厅，县(州、厅)设初级

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独立审判刑、民案件。

宣统二年(1 91 0年)江苏省改燃司为提、黻司，掌管全
省讼案审核及司法行政。同年十一月，江苏省高等审判厅于苏州

桃花坞原苏州府牙厘局旧垃成立，下设吴县、江宁、武进、上海、

常熟、昆山、金山、宜兴、江阴、丹徒等十个地方审判厅。江宁、

武进还嬲IJ在辖区内增设初级审判厅。审判厅内分设刑事审判庭、
琵事审判庭、总务科和书记室等椭。

i9i2年i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司法审判机

掬也随?之扩展。江苏高等审判厅于江字、清江浦分别增设第一、

第二审判分厅。高等审判厅直接管辖的地方审判厅除原已设立的

吴县、上海、常熟、金山、昆山、武迸、宜兴、江阴等八处外，

又设吴江、松江、奉贤、南汇、膏浦、。川沙、无锡、靖江、太仓、

嘉定、宝山、崇明等十；处，属高等审判厅第—分厅管辖的，除

原已设立的江宁、丹徒二处外，叉曙设江浦，六合，句容、溧水、

高凉、丹阳、金坛、溧阳、江都、仪征、高邮、兴化、宝应、泰

县、东台、南通、如皋、泰兴、海门等十九处；属于高等审判厅

第二分厅管辖的，有淮安、阜宁、盐城、淮阴、泗阳、涟水、铜

山、萧县、邳县、唯宁、沭阳等十二处。杨中、砀山、沛县、宿

迁、东海、赣榆、灌云等八县设审检所。此外，上海、嘉定、宝

山、崇明、松江、太仓、无锡、吴县、丹徒、江浦、江都、兴化、

淮安、铜山、南通等地方审判厅均附设初级审判厅或地方审判厅

斯。司渊均斯“四级三审”制度。
民国元年(1919．年)3月，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政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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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逐步恢复封建君主立宪制，废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

度。司法审判方面，复行行政兼理司法制度。民国二年(19l肄)。
高等审判厅所管辖的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大部被裁撤。至此，

尚存高等审判厅_所，仍设干苏州；下辖江宁、淮安二所高等审

判分厅和江宁、上海、昊县、丹徒、武进、太仓、淮安、松江、

铜山、江都、南通等十-_所舫审判厅。E海地方审判厅仍保留
第一、第二初两级审判厅，其余四十九县均审检所。

民国三年(19I眸)，北京政府削减司法经费，继续裁撤司
法机关。至是年l oll，仅存高等审判厅和江宁、上海两地方审判

厅，其佘五十／怯之司法事务均归县知事兼理。民国六年0917
年)12月，因江北诉讼需要，复设高等审判厅第—分厅及地方分

庭于淮阴，管辖涮匕二十二县的上诉案件。民国十一年(192Zq-)
7月、十二年(192哗)1月吴县、丹徒地方审判厅先后分别重新
建立。其后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全

省司法审辩懈见蹭减。
在中华民国初期和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江苏高等审判厅的组

织机构：设厅长一人，视案件多少分设膊、刑事各-室三庭，
镞均由推事三至五入组成，其中一推事兼任庭长。另设书记室，
由书记官长领导，下设总务处和民刑事处。总务处内分设文牍、

统计、会计三科，各科设主科书记官_人，书记官、录事各若干

人。其中文牍科又分设拟校文件，收发文件和保存文件三股。民

刑事处则对应于审判庭，设置民事、刑事各一至三科，各科设主

科书记官小，书记官、录事若干人。此外，承发吏、检验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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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亦由书记室代为管率。

附江苏省高等审判厅组织机构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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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199．7年)4月18日，匡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北

京政府对江苏的统治结束，同年i O月起，省由高等审判厅及其分

厅改称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各地方审判厅—律改称地方法院。同

时，原各检察机关撤销，仿效英美，实行“审检镨力，原检察
长躲黼媒官，与媒官一勰蝌同缴院内。其时，
江苏省高等法院仍设于苏州，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设予淮阴，还设

有江宁、上海、吴县、丹徒四懒法院。其余撇为县知事
兼理司法。

民国二十三年(193侔)江苏高等法院增设四个分院：高二
分院设于上海第增区(印公共租界)，高三分院设于上海第二
特区(即法租界)，高四分院设予铜山，高五分院设予镇江。

民国二十四年(193B年)7月1日，奉令实行三级三审制，地方

法院为一审法院，高等法院为二审法院，最高法院则为终审法院。
同年l 0月，改江宁地方法院为首都地方法院，其行政事务直隶司

法行政部，上诉j6『l茨仍为江苏高等法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增设了无锡、铜山、南通、松江、武进、常熟、秦县、如皋、东

台、淮阴、兴化等十二处地方法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 日本帝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

争，江苏主要城镇次第沦陷，原有的法院大部溃散。江苏高等法

院人员因战乱离职者外，分为两部分，诩辗转迁移于苏北农
村，仍称江苏高等法院；另呻分撤退至苏南溧阳山丫桥一带。
民国三十衅(1942年)初，奉司法行政部之命，组建了江苏高
等法院江南办事处，下辖漂阳、宜兴两地方法院及高淳县司法处。

～l口√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苏南扩展抗日

根据地。江苏高等法院江南办事处于民国三十三年(194蛑)1
月再度南撒至安徽歙县拓林。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同年12月，于苏州成立伪江苏高等法院临时办理处，民国二十八

年o．9s9毕)1月ljcl日，伪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原江苏高等法院

妇址成立口院内仅竣民事、刑事各_庭及书记室。所辖江宁、上

海、吴县、无锡、镇江、江都、武进、南通、常熟、松、潞伪地
方法院也先后成氩

民国三十四年(1噼)8月lS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撤退在苏北、皖南的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全部， 于同年9月回

苏州接收了伪江苏高等法院，同时派员先后接收了各伪地方法院。

南京、E海分别设立首都高等法院、上海高等法院，与江苏高等

法院分治。并在镇江、淮阴、徐州、·‘南通设立四个高等法院分院。

在民国三十六年(1朔年)底，恢复和建立了32个地方法院，其
余兼理司法的各县也先后成立司法处，’至此，全省行政兼理司法

制魔蛤告结束。

国民政府时期，江苏高等法院的组织机构：设院长_人， 下

设检察处，设首席检察宫一入，检察官若干入，人事管理员、统

计员各—人，并设书记官室，由主任书记官—人、书记官、录事

各若干入组成。民事、刑事各三庭，每庭均由推事三至四人组成，

其中一入兼任庭长。公设辩护入室置公设辩护一至三人。书记室

由书记官长统率口其下叉置文牍科，民事科、刑事科、监狱科、

总务科。各科均由主科书记官—入、书记宫、录事珞若干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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