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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
。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

改革开放，生产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经济建设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十一亿中

国人民无不拥护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冀望我国早日跻身世界

列强。法院审判工作，是国家活动的一部分。法院干部通过审判工

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广．” ’+
，

。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建院40年来，在党委和上级法院的领导

下，围绕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0年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缺

点和错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不论经验和教训都是

在实践中获得的，是付出重大代价的，是非常宝贵的。把过去的事／

用文字记载下来，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到

启发与教益，这就是我们编写这部院志的目的。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志是《昆明志》的一部分，是在我院党组

和昆明市志办公室领导、指导下编写的。记述的内容主要是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1950年一1990年40年间的事，在机构沿革上上溯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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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为了交待结果，个别事例延长到1991年

或1992年。

我们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编写这本院志。搜集材料尽可能全面周详，

并加以分析比较、核对，力求准确。采取详今略古的办法，对年代

近一些的事，记叙比较详细，对年代比较久远的事，记叙比较简单，

但不论繁简，同样认真核对史实，使其符合历史实际。依照志书的

体例，我们按照法院工作的分类定编目，按年代先后排次序，采取

“横排竖写’’的方法，只叙历史事实，不妄加评论，以求其真。

全书共分八章，其篇目分别为“机构沿革’’、“刑事审判”、“民

事审判lPlP “经济审判”、“行政审判"、“执行工作”、“告诉申诉"、

“司法行政”。每章又分若干小节，全书约17万字。四十年来做过的

事情很多，虽然我们写了八章，．但要把每件事都反映出来是不可能

的，遗漏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希望主要的工作不致于漏掉。

由于时间和人力的限制，我们搜集资料工作还不够深、不够细，

加上我们的政治水平、认识水平、文化水平有限，谬误在所难免'．还

望关心本志的同志多加批评指教。 ， √。 ，

在我们编写院志过程中，得到昆明市志办公室、市档案馆和本

、j院档案室及许多老同志、新同志的支持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
‘

。

一，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y院志编纂小组

1994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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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国民党多年的反动统治宣告

结束。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

纲领》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

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

1950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接管

了民国时期的昆明地方法院，同时建立属于人民政权的昆明市人民

法院。 √
“

，

、
t

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 它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

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

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财产、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悼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

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昆明市人民法院成立后，就

行使审判职能，履行它的神圣职责。

云南是全国最后解放的省份之一，又地处边疆，全国各地被打

’垮的反动军政官吏，特务土匪，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有不少

人逃亡来滇。云南又是和平解放的，反动势力未受到根本的打击。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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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初期，一些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组织武装暴乱，杀

害基层干部，煽动农民抗粮，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一些刑事犯

罪分子也乘机活动，’杀人抢劫、盗窃财物、危害社会治安。‘人民法
‘

院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面临着繁重的任务。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

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2月昆明市根据烟毒危害剧烈的情况，第一

次开展禁毒运动。1951年3月3日全市大张旗鼓地开展第一次镇压

I 反革命运动，同时在农村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斗争，革命如

火如荼。“镇反"，打击刑事犯罪，逮捕了大批罪犯，大量的反革命

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等待审判。由于当时法院力量有限，不足以担

负全部审判任务，根据中央及省委的指示，昆明市的反革命案件统

由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审判。农村中的反动地主、恶霸等土改中

查出的案件由昆明县特设的人民法庭(即土改法庭)审判。昆明市

，

人民法院主要审理除反革命以外的其他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1951年12月昆明市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反

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接着于1952年2月份又在工商

界开展了反行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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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处理“三、五反运动”中

查出来的案件，1952年4月昆明市成立了13个市级机失人民法庭

(即三反法庭)审理机关“三反"案件，成立了昆明市人民法庭，(即

五反法庭)审理“五反"案件。

。1952年8月份“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昆明市又立即

掀起大规模的禁毒运动。8月20日昆明市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

集中宣判的29名烟毒犯，其中程可汉等‘8名罪犯被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10月份设立昆明市禁毒人民法庭，专门审理烟毒案件，10月

27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宣判烟毒犯159名J'严厉地打击了制毒、贩

毒活动。，， ，．， ．．

土改法庭、’三反法庭、五反法庭、禁毒法庭都是临时设置的专

门法庭，除禁毒法庭由昆明市人民法院直接领导外，其他三个法庭

主要是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通过上述一系列的的激烈

斗争，反革命势力和刑事犯罪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人民政权日

趋巩固，社会秩序得以维护。人民法院干部在这场斗争中担负了繁

重的审判任务，通过实践，不论从思想上、政治上、业务上都得到

了锻炼和提高，一些司法制度也在摸索中逐步建立。但是在法院工

作取得进步的同时也暴露了法院干部队伍不纯和旧法观点在人民法

院的影响，这些缺点和问题的存在将不利于法院更好地行使审判职

能。
二

·

，。
’

1952年9月开始，昆明市人民法院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

统一布置下，进行了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司法改革。改革中

严肃批判旧法观点，清除队伍中不适合做司法工作的人，补充新鲜

血液，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的思想，机关面貌焕然一新。 。 -：

1953年3月，根据中央的部署，昆明市开展宣传贯彻《婚姻

法》运动月，昆明市人民法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除参加宣传活动

外，审判了大批婚姻案件，使许多长期受封建包办婚姻束缚压迫的

妇女得以解脱，‘为摧毁封建婚姻制度，。解放广大妇女生产力做出了

贡献。．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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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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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宪法》和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我国的法制工作开始走上

轨道。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昆明市人民法院改建为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并在区一级政权设置基层人民法院，昆明市盘龙区、五

华区、西山区、官渡区法院相继成立，有的基层法院还在边远地区

设置其派出机构——人民法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除审理一部分

一审案件外，负责受理不服各县(区)基层法院判决的上诉、抗诉

案件。随着法制的建立健全，法院体制的调整，法院审判工作有了

发展，不论是刑事审判还是民事审判，不论是审判程序还是审判实

体，都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律化：刑事案件按照三道工序办事，公

安局侦察，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互相配

合又互相制约，贯彻执行“少杀、少捕、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

“三少”政策，严格把好质量关，尽可能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

不放纵一个坏人"。1956年实行了律师辩护制度，律师通过调查、辩

护，帮助法庭查明事实，为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仗义直言。法院

审理案件，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分清是非，

多做调解工作，为群众排难解纷，为安定社会，促进团结，尽了一

份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1957年、1958年，由于“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反右

倾”等项运动的开展，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在批判“旧法观点"，批

判。右倾保守"的活动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些干部被划为

“右派”，一些干部被定为“右派观点’’和“右倾保守观点”，受到不

公正的处理，．法院队伍被削弱，律师制度也名存实亡，司法制度受

到冲击和破坏。有的基层法院被合并了，臂的人民法庭被撤销了，办

案中有的地方“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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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顶三员"(侦察员、检察员、审判员)，三道工序并成一道工序，完

全失去了公检法Ⅳ互相制约"的机制。一些办案人员执行政策法律

“宁左勿右"，为完成高指标，达到高速度，审案走过场，致使一些

刑事案件定性不准，量刑过重，甚至黑白不分，颠倒是非，办了不

少冤假错案。一民事审判中出现一些以阶级斗争观点来判别人民内部

是非的做法，‘随意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利，甚至错判，枉判。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

纠正“反右倾"的错误，司法工作也在进行总结调整；取销了不切

实际的“高指标’’，改正了“_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的错误做

法，合并了的基层法院又分开，撤销了的法庭又恢复。1961年10月

开始，根据西南法院片会和省政法会议的决议，对1958年至1961年

判的刑事案件进行检查，但是由于审判人员思想上的“左倾”一时

‘难以彻底纠正，所以检查错案工作程度不同地继续受“左倾"思想

的影响，一些错案纠正了，一些错案纠正并不彻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要

'“彻底砸烂公检法"，1967年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昆明市市县两

级法院实行军管。1969年8月昆明市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9月正

式宣布撤销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由革委会人保组下属的

办案组承担，法院干部被送到“五七干校"改造。法院遭到严重破

坏。 ，

“文革"期间，法制被践踏，人保组执行了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

办了大批冤假错案，无辜的群众被送上刑场，革命多年的干部被关

进牢房。在“只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办案组很少受理民事

j案件，老百姓告状无门，大批民事纠纷得不到法律解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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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代

表中共中央肯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建国以来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

卫社会主义制度上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工

作。1973年3月中共昆明市委决定恢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后

各县区基层人民法院也陆续恢复，人民法院重新担负起各类刑、民

案件的审判任务。但是由于“文革”大环境的限制，1法院的工作仍

然是很艰难的。 ’，

1976年10月党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

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I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

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法院干

部认真学习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深刻认识决策转移的重大历

史意义，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切实把法院的审判工作转移到为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轨道上来。 。 。

-
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全国人大在法

制建设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制订并颁布了

《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涉

外经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

系列法律，结束了我国“无法可依"的历史。法院干部严格遵守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努力学法用

法，严格依法办事。．每一部重要法律公布之后，，法院都要派审判干

部到最高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办的培训班学习，同时自己办

班培训基层法院骨干和中院每一个审判干部，务使他们切实懂得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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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法律，在工作中严格依法办事。‘1980年-《刑法》、《刑诉法》实施

后，一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先改变了过去那种“由哪一级公安机关

侦破，就向哪一级法院起诉’’的一贯作法，严格按照《刑诉法》规

定的管辖原则受理案件。除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它案

件一律开庭公开审理，中断多年的律师辩护制度重新实行。，案件由

法院独立审判，不再报党委审批，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迈了-大步。

1987年3月24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昆明市第一件行政

案件，昆明市公安局第一次坐在被告席上与“老百姓’’对簿公堂，又

j次标志我国司法工作的改革和进步。
’

、

， 八十年代以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各方面的工作都紧紧围绕

加强法制建设和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两个中心进行，目的明确，思想

解放，虽然工作中仍有许多缺点与不足，但主流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江两个

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出现了大批的冤假错案。此外在“大跃

进"等运动中，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二些干部追求7“高指

标”、“高速度”，工作责任心不强，也办了不少冤假错案。十r届三

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昆

明市市县两级法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支持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首先复查平反了“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接着又对建国以

来所有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纠正，至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全面完成了复查纠正，平反冤假错案

的任务。共复查反革命和普通刑事案件11310件，通过复查改判了

4989件占44．11％。凡是改判无罪的，都注意做好善后工作，消除

政治上的影响，许多蒙受冤屈的人得到平反后，重新投身于社会主

·7。



义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他们的亲属

也放下包袱，心情舒畅。平反冤假错案对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

调动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具有深远的意义。． ，

接着从1982年和1983年开始，开展了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和严

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达，钱的诱惑力增加，在外来

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影响下，刑事犯罪案件增多，社会治安问

题突出，，杀人、抢劫、偷盗、流氓等犯罪活动搅得人心不安，禁绝

多年的吸毒、贩毒活动死灰复燃，贪污、受贿、投机倒把、侵吞国

家财产、破坏经济秩序的案件不断发生，人民十分关注，强烈要求

查处、禁绝。 ～
．

1983年8月中央针对全国社会治安问题突出，提出三年为期，

三个战役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确保社会治安。9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昆

明市公检法三机关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坚决贯彻这一指示，除政法

三机关全力投入外，并动员全市人民积极参加。tl 1983年8月开始，

至1987年1月结束，经过三年零六个月的时间’；．打击了大批严重刑

事犯罪分子，取得了三个战役的胜利。市县两级法院严把最后一道

工序审判关，共审结铲严打”案件3267件，判处“严打"罪犯3219

名，其中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的369名。

此外还审理判决贩毒案881件，判处贩毒犯1756名，其中判处

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48名。在1990年6月26日纪念鸦片战争150

周年和国际禁毒日三周年这天，在东风体育场召开有40000余人参

加的宣判大会，一次枪毙贩毒犯14名，烧毁毒品1000千克，。这是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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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50年代初期昆明市在拓东体育场召开禁毒大会第一次公开销毁

烟毒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烧烟活动’’。” 。：．
一

j
。

自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
”

’

罪犯的决定》以来，判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4889件(其中贪污受贿

l 案1114件)，判处罪犯6667人，其中判处无期徒刑到死刑的232名。

4，， 这对反腐败、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经济秩序无疑是很有好处的。’1

80年代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案件占法院受理的全部案 ’．

·． ”件的60％，民事案件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审理

， 民事案件，正确处理民间纠纷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一环。在

案多人少，审判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市县两级法院民事审判干部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从1985年开始在各县区法院之间开展提高结案

率、提高调解率、降低发回更审率“三项指标"流动红旗竞赛，使

1； 民事积案从1984年底的1004件压缩到1987年底的337件。1987年

以后结案率每年都保持在95％以上，使当事人尽早从民事纠纷中解

脱出来，使公民和法人的合法益利得到法律的保护。7 ．．．

7’

．为了帮助当事人掌握法律知识，打好民事官司，昆明市中级人 ⋯

‘

民法院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结合昆明实际情况，’制定了《昆睨市

民事案件受理制度》和《当事人举证须知》，公布民事诉讼收费标准；’

并通过就地审判，巡回审判，公开开庭审理，对群众进行具体生动 ．，

的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审判活动使众多的当事人从婚姻家庭纠纷的 。．4

痛苦中解脱出来’『投身到经济建设事业之中，使许多被侵害的民事

。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为社会的安定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经济审判工作从来都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不论是在五十。

年代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私改造”时期；‘还是在六十年代初经济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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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和其后的经济调整阶段，经济审判工作都是紧紧地围绕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5八十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

‘革，市场经济活跃，内外贸易频繁，由于我国法制不够健全，．经济

活动很不规范，漏洞多，空子多，加上群众法律水平低，法制观念

薄弱，一些人缺乏经验，一些人不讲经营道德，致使一些国家、集

体、个人财产被侵犯，权益受损害，经济纠纷大量发生，昆明市两

级法院审理了大批经济案件。审理合同纠纷时，既考虑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又考虑有利于生产发展，，本着支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

惩罚违法的原则，认真调查，耐心调解，公正判决，使纠纷得到合

法合理的解决。在审理涉外合同纠纷时既“一视同仁”，又维护国家

的主权与尊严，得到中外客商的好评。审理“三角债"，专利、商标

案件，承包租赁纠纷无不是围绕改革开放，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

务的。 ． 一，

繁重的审判任务，锻炼了法院干部，领导的重视，培养了一支

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司法队伍。八十年代以后，法制逐步健全，审

判领域不断拓宽，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对审判干部的要求越

来越高。我市法院原有的审判干部数量偏少，文化偏低，特别是一

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同志陆续退休后，量少质弱的干部队伍，与

艰巨繁重的审判任务的矛盾更加突出，。迅速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建

立一支政治水平、t业务能力较强的干部队伍迫在眉睫，这一点深为

两级法院领导所共识。早在八十年代初，、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在

审判任务十分繁重，人力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一些年纪较轻，有培

养前途的同志送到大学和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法律培训班

去学习，同时鼓励在职干部利用业余时间读函授大学。特别是1985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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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高人民法院创办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后，，市县两级法院

。 拨出经费，挤出时间让大量在职干部就读。’经过短短6年时间，至

1990年除各大学代培和函授的毕业生外，法院业大共培养法律专科

‘毕业生和大专水平的专业合格生266名。这些具有法律大学专科水

} 一 平的毕业生，大大欧变了法院干部的文化、专业程度的组成，1985

。年全市法院干部中具有法律大专以上水平的仅占7．39％，至1990 ’．

年已达52．36％。在培养一般干部的同时，，更注意培养领导骨干，市

县法院党组根据上级党委的安排，经常研究干部队伍情况，排出
r，

一第三梯队"重点培养对象，从政治上关心帮助他们，把他们放到艰f

巨繁重的岗位上去锻炼v’鼓励他们考入最高人民法院与高校合办的

“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学习深造，或送到大专院校去代培，使他们得

到全面的锻炼与提高，做好法院的接班人。 一4，

，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招收干部、提拔干部上也做了不少改革。

如公开招聘干部，通过口试，笔试择优录取；提拔干部要通过业务

考试，民主推荐，领导集体讨论，报党委批准；把大学毕业生先放 、

到基层锻炼等，这些做法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干部一方面认真

培养，放手使用，．一方面也从严要求，对犯错误的干警决不姑息迁

就。1990年中院查觉少数干警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配合纪检：

部门和市检察院深入查证，7名违纪干警分别受到刑事处分和党纪、

．政纪处分。 r

．．”

￡’

； 随着审判领域的拓宽，审判任务的加重，法院内部机构也在调

整扩大。至1990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设有第一刑事审判庭、第二‘

刑事审判庭、民庭等共七庭三室二处(部)以及党团工会妇联等组
‘

织，下辖4个区、8个县法院、45个人民法庭；全市法院有干部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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