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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88年10月，桂林检察分院决定编修《桂林地区检察志》，聘任长期从

事检察工作已离休的老同志，历经数年搜集大量资料，编写出《桂林地区检

察志》1910一1990年部分o 1998年地市检察院合并后，新桂林市检察院决

定由五位长期从事检察工作的在职同志组成编纂组，编纂《桂林地区检察

志》199l一1998年部分，并修改1910一1990年部分。经近一年努力，现将两

部分编辑合成一册，成为自有检察制度以来的第一部《桂林地区检察志》。

纵观历史，桂林自清朝宣统二年(19lO年)七月建立桂林地方检察厅

起，检察制度的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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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

会发展的需要，具有不可遏止的生命力o

新中国的检察制度，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和旧

中国的检察制度有着本质区别，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作为阶级社会

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又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和社会的连续性。为了借鉴历

史，服务现代，《桂林地区检察志》本着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原则，如实记

载了旧中国检察制度，更详尽地记述了新中国检察制度在桂林地区的创建

和发展过程，并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新中国检察制度在

前进的道路上有过曲折，在工作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也对桂林地区

的检察工作有过影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靠党的领导和检

察机关自身的力量，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纠正了失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

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检察工作得到了顺利发展。在开展各项检察工作履行

法律监督职能，同各种犯罪作斗争中，为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

障人民民主，保卫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

用。今后，全体检察干警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钻研检察业务理论，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统揽检察工作的全局，

为保障社会安定和经济建设作更大贡献o

《桂林地区检察志》是一部专志，在章、节布局以及文字运用方面，由于

编写工作缺乏成熟的经验，因此，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基本上反映

了桂林地区检察工作的历史面貌，对回顾历史，研究现状，继往开来，为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o

9洳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一、《桂林地区检察志》为专业志，以翔实的史实记述桂林地区检察制

度的建立与发展及机构的演变过程，反映桂林地区检察机关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

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法律监督为主线记述检察

工作的实践规律。

三、本志详今略古，着重记述建国后桂林地区检察工作。

四、本志上限为清朝宣统二年(1910年)，下限断于1998年。

五、本志采用志、述、记、图、表、录，1990年以前按业务纵分门类撰写始

末，1991年以后按业务横分门类，以实体列目，用章、节、目，撰写始末。

六、本志使用数据，参照最高检察院编写的《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确定

的原则，在各项检察工作中使用绝对数字放宽，凡公开过的全局数字可以

引用，过去虽未公开的数字，现在已无保密必要的必须用的全局数字可以

引用，用局部数字能说明问题的不用全局数字。

七、人物称谓，直书姓名，不加尊称，忌用官名，属于资料引用，仍依其

旧。

八、人物简介，只列历任检察长简历。

九、本志采用的度量衡单位，遵照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十、历史记年，采用当时年代，加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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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90年



概 况

清末前中国检察机关和检察制度称御史制度。西汉时设御史府，东汉

改为御史台。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属“三法司"之

一。三法司，即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个司法机关的合称。元代御史台与

枢密院、中书省三足鼎立，御史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为正二品。明代派往

各地的巡按御史是代表皇帝巡按。历代御史具有广泛的职权，有监察、检

察、审判等多种职能，拥有侦查，逮捕和决定处分的权力。宋代时对违法失

职官吏，在大理寺审判前由御史台侦讯，起诉，大理寺、刑部审断后要申报

御史台。如有翻异，交由御史台推究，认为无误后方能执行。御史还定期

巡视羁押、监禁人犯场所，发现错捕错判及时申报纠正。死刑由御史台监

决。明清时代还参与刑部、大理寺的“朝审”、“秋审”。’凡立案都由刑部、大

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立断。清代“朝审"与“秋审”并行，处理京师案件

称“朝审”，处理外省案件称“秋审"。每年秋天八月定期在天安门外金水桥

朝房审理。先“朝审"后“秋审"o清末以前的御史制度是中国检察机关和

检察制度的雏形，同十八世纪以来外国的检察机关极为相似。但中国的御

史台和都察院又握有外国检察机关所没有的审判权。中国的御史台和都

察院一方面检举犯罪，一方面又审理犯罪，检察与裁判之职责于一身。

清末时代建立了检察机关和检察制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

二十日清廷仿照西洋，实行同法改良。将刑部改为法部，责任司法，为司法

行政机关；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为最高审判机关。同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颁布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于大理院之下各审判厅内附设

检察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

试办章程》第四章各级检察厅通则规定，全国分设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

地方检察厅三级检察机关。是年十一月五日京师审判厅检察厅正式开厅。

自此我国才有真正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制度。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颁布《法院编制法》规定，各级审判衙门分别配置检察厅，县设初级

检察厅。地方审判厅以上，凡设有审判分厅的，亦对等设置检察分厅。总



检察厅置厅丞一员，检察官二员以上，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置检察长

一员，检察官二员以上，初级检察厅不设检察长。如二员以上，以一资深者

为监督检察官，监督该厅事务，若置检察官一员者，该厅事务由统管地方检

察厅检察长监督。各检察分厅如置检察官二员以上，亦以资深者为监督检

察官。各级检察厅与同级审判厅对等设置，居于同等地位，分别行使职权。

上级检察厅监督下级检察厅。法部堂官监督全部审判衙门和检察厅i各

省提法司监督本省各审判厅及检察厅。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覆灭

为止o。

民国时期，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成立，

三月十一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宣告，清末颁布的法律暂行授用。民国五年

(1916年)二月二日北洋政府修正的《法院编制法》取消了初级审判厅、检察

厅建制。县～级所有民、刑诉讼案件均由知县兼理，或设审判处管袈}。规

定总检察厅厅丞改为检察长。各级审判厅、检察厅所设的典簿均改为书记

官长、书记官，并取消各省提法司监督本省各审判衙门、各检察厅的规定。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一日根据国民政府决定，改大理院为最高法

院，各级审判厅改为各级法院，裁撤各级检察厅，置于各级法院之内，附设

检察处，独立行使检察权。原检察长及分厅之监督检察官改为首席检察

官。配置检察官、候补检察官、主任书记官、法医师、检验员、法警、公丁等

人员执行检察职务，办理文牍、记录缮写诸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

月十七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最高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规定，最高法院设检

察署，并置检察长一员、检察官七。九员。按民国十八年五月四日司法院

令《最高法院检察署处务章程》规定，最高法院检察署，除配检察长、检察官

外，设书记室。书记室由书记官长指挥，下设记录、文书、统计、会计四个

科。科长、科员由主任书记官、书记官充任。此制度一直实行到一九四九

年。国民党统治区内最高法院一直设检察署，置检察长一员，各高等和地

方法院之内都设检察处，凡检察官二员以上，一人为首席检察官。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检察机关在彻底推毁

旧中国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的基础上与新中国同时诞生。根据1949年9

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8条、29条



规定，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

正式成立。紧接着各大行政区分署和各省、直辖市人民检察署相继成立o

1954年9月21日全国第一部《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

由署改院。全国均设四级人民检察院。1955年全国各省市人民检察院、

分、县人民检察院已基本建成。省、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经提请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经济区域

设置专门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各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察长、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在行政和业务分工上

高检设厅，省、市、自治区设处，分、市院和县(市区)院设科。其领导体制：

解放初期，成立检察署时，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1951年至1954年间实

行双重领导，1954年9月～1959年间又恢复了垂直领导o 1959年后把垂直

领导改为双重领导。根据1978年3月5日通过修改的《宪法》第43条规

定，改为实行国家权力机关对其领导，把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改变为

监督关系o 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

察院受人大的监督并报告工作，检察机关由上下级监督改为领导关系，

1982年通过修改的《宪法》规定，领导体制变为“一重领导、一重监督”o但

实际上还是双重领导。

随着清末、民国时期检察制度的不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桂林地区也

相应地设置各种检察制度。桂林地区是广西最早建立检察机构和检察制

度的地区。清宣统二年(19lO年)六月初三(公元7月9日)广西建立高等

审判厅、高等检察厅的同时，建立了桂林地方检察厅，辖桂林府属各州、县。

首任检察长刘庚先。次年六月姚明善接任。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设道，

桂林地方审判厅，检察厅辖桂林道属桂林、全县、兴安、灵川、灌阳、资源、龙

胜、永福、百寿、义宁、阳朔、平乐、恭城、贺县、钟山、富川、昭平、荔浦、修仁、

蒙山二十县。首任检察长黄周。民国八年(1919年)一月，广西审判厅、检

察厅迁南宁后，在桂林设立高等审判分厅、高等检察分厅，两厅合址设于桂

林北下街(今中山北路地区行署大院内)，管辖桂林地方法院和桂林道属其

余二十县刑、民上诉案件。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桂林高等审判、检

察两分厅改为广西高等法院桂林分院，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高等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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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设立第二分院后，桂林分院被称为桂林高一分院。桂林地方审判、检

察两厅改为桂林地方法院。于桂林高一分院和桂林地方法院内附设检察

处。检察处除行政归法院管理外，其处内独立执行检察职务。高一分院仍

辖原桂林道属二十县民、刑上诉案件。桂林地方法院受理桂林县属一审案

件，并在院内附设简易庭，受理初级案件及简易民、刑诉讼案件。民国二十

一年(1932年)一月桂林地方法院在平乐县设立分院，在贺县、全县设立分

庭。平乐分院设检察处，同年又在兴安、灵川、灌阳、恭城设立分庭。民国

二十二年(1933年)七月二十一日广西省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兴安、灵川、

灌阳、恭城分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法院实行三审制，桂林地方法院

仅能受理第一审案件，取消各县简易民、刑案件管辖权，平乐分院、全县、贺

县分庭随之撤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半年设立高等法院平乐第七

分院和平乐地方法院、高七分院管辖平乐、贺县、恭城、富川、钟山、昭平六

县和平乐、贺县两个地方法院。因此桂林高一分院由管辖二十县改为辖十

四县6未设地方法院的县，设司法处。同年，广西高等法院和高等法院检

察处随省迂回桂林后，院址设于桂林北下街高一分院院址。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一月桂林高一分院撤销，改在南宁设立高一分院，原桂林高一分

院辖十四县民、刑上诉案件由省高等法院直接受理。是年上半年，灵川、兴

安、全县、灌阳、资源、阳朔、荔浦、修仁、蒙山、永福、百寿、义宁、龙胜十三县

司法处筹建完成，七月一日正式办公，掌理民、刑诉讼案件。司法处无专职

检察官，检察官之职由县长兼理，执行检察职务，受高等法院(含分院)首席

检察官之监督。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一月一日全县司法处改设为广

西全县地方法院。院内附设检察处，即“广西全县地方法院检察处”。成立

时颁发有方形“广西全县地方法院检察官印”一枚，“首席检察官李良圃"长

条章一枚。首席检察官李良圃一直任职至1949年11月17日全县解放。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荔浦县司法处改设广西荔浦地方

法院并附设检察处。司法行政部派王玉秀为首任首席检察官。启用木质

“广西荔浦地方法院检察官印"方形印信一枚，木质“首席检察官王玉秀”长

形章一枚。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十月十三日广西高等法院检察处派张

光翥代理荔浦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于十月二十日接任视事。



清末民国时期检察官的职权。清末，中国检察机关和检察制度建立之

始，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实行分离，各设机关，自成制度，在法部统属下，分

别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检察官为国家之代表，居于原告之地位。检

察官由法部发给执照，遇有现行犯，事关紧急时得指挥巡警兵并搜索逮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九十

七条规定，检察官的职权有八项一：

一、刑事提起公诉；

二、收受诉状，请求预审及公判；

三、指挥司法警察官逮捕犯罪者；

四、调查事实，收集证据；

五、民事保护公民陈述意见；

六、监督审判并纠正其违误；

七、监督判决之执行；

八、查核审判统计表；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四日奏准的《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章程》规定，

凡区长、区员、警务长、巡官、巡长、巡警等司法警察人员有于该管检察厅区

域内执行检察事务之责，并受其检察厅长官之调度。除遇有现行犯事关紧

急外，逮捕人犯应以检察厅印票为凭。业经起诉的案件以审判厅印票为

凭，检察官、审判官皆有发印票之权。

民国初年，检察厅和检察官职权，基本上仍沿旧制。民国十六年(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最高法院组织条例》将大理院改为最高法院，各级

审判厅一律改为各级法院，裁撤各级检察厅建制。于各级法院内附设检察

处，配置首席检察官、检察官，执行检察职务。民国十七年(1928年)公布的

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公布的《新刑事诉讼法》明

确采用国家追诉主义原则，规定以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刑事原告权，实施

侦查，提起公诉，实行公诉，协助自诉，担当自诉和指挥刑事裁判和执行。

清末、民国时期检察官的任用和待遇。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奏准的《法院编制法》第十二章推事及检察官之任用规定：检察官和推

事应按照法官考试任用章程，经二次考试合格始准任用。凡在法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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