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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和司法行政工

作恢复重建20周年，山西省晋城市司法局党组决定编

纂、出版《晋城司法行政志》，这既是推动司法行政工作跨

世纪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既可以

在世纪之交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又可以以史为鉴、

启迪后人，把司法行政工作全面推向21世纪。

盛世修志，古今皆然。新中国建立50年，是我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50年，也是司法行

政工作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壮大的50年。特别是司法行政

机关恢复重建20年来，通过管理指导法制宣传、法学教

育、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和法学研究等工作，在保障国家

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境内司法行政工作恢复重建的20年，是两级司法行

政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的20

年。机构从无到有、队伍从小到大，职能不断强化，作用越

来越大。着眼于提高全民素质的普法工作，从“一五”、“二

五”到“三五”普法，使全市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以

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行业依法治

理为支柱的依法治市工作蓬勃开展；从第一家合作制律

师事务所挂牌到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法律服务机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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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公证、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不断强化，维

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作用越

来越大，安置帮教工作层层落实，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

与发展；队伍建设逐步加强，干警素质不断提高，司法行

政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应有

贡献。

司法行政工作恢复重建的20年，也是全市司法行政

干警扎根基层，艰苦奋斗，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20年。

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申

福根、牛湖北、葛小伍、张春和等受司法部和省司法厅表

彰记功的英雄模范，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志书将永远

铭记他们的功绩。

“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驰，则国乱国衰”。民主法

制建设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我市司法行

政工作曾经创造过昨日的辉煌，也必将会迎来更加辉煌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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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与人事

⋯ ．一第一节一机构沿革 一一一一

一、清末至抗战前的司法行政机构

清末的司法行政

清沿明制，地方司法与行政合一。巡抚衙门之下设提

刑、按察使司。光绪三十二年(1908年)，清廷改刑部为法

部，专掌司法行政与刑、民事案件的审核。各省提刑按察

使为提法使，掌管司法行政。宣统二年(1910年)，山西省

改按察使署为提法使署。州、府不专设司法行政部门，只

在知府之下设同知、通判，合称三堂(正左右)，由通判分

掌司法事务。清末，在州一级设州判和吏目，其职掌与府

通判相当；道光二十年前后至宣统二年之间，境内未设州

判，仅设有吏目。各县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县，主要职掌“钱

谷、刑名”，为“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砺风俗⋯⋯躬亲

厥职而理勤”之官。知县集断狱、问案及司法行政于一身。

境内各县县衙内部机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知

县之属官“典史”(又称“少尹”)，为掌管刑狱的属吏，在刑

房办事。通判、州判、吏目、典史及其上属知府、知州、知县

衙门，构成了境内的地方司法系统。

民国时期的司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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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临时国民政府设立司法部，为全国司法行政

系统之最高机构。本省先设司法司，后改称司法筹备处，

办理省内司法行政事务，并筹设法庭和监狱，仍实行司法

行政与审判合一制。只是将清代设之州判、吏目改为警务

长和管狱员。民国6年(1917年)，本省的行政总于政务

厅，仿行司法独立。民国7年(1918年)，根据《山西省县

知事公署组织条例》，境内各县于县公署内设承审员、检

验吏和管狱员。根据《县椽属办事规则》第四条规定，县承

审员职责有十一项，其中第一项即为“关于司法行政事

项”，管狱员为本县监狱之长。根据同年颁布的《各县承审

员试验规程》、《各县检验员试验规程》，以“造就适应现时

行政需要之佐治人员为宗旨”，在行政研究所内培训各县

承审员以及检验吏，境内设置了承审、管狱、检验吏等官

吏，形成司法行政和审判合一的司法体系。民国11年

(1922年)以后，省公署又颁布了《改进村制条例》。据此，

境内各县在各村一级设置了“息讼会”，并设息讼会“公断

员”，作为“调理村民争讼事件”的机构。境内乡村调解组

织始于此。

民国16年(1927年)6月，省司法厅(厅长冀贡泉)公

布《山西司法厅组织暂行条例》，由司法厅管理全省司法

行政，具体职权包括各级法院的设置、改革、废止及其管

辖之划分以及司法行政人员的培训事宜、律师、公证和监

狱设置等。后将法院等职权划给新设立的山西高等法院。

民国17年(1928年)7月底，省司法厅撤销后，境内各县

的司法行政工作也归地方各级法院管理。民国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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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在长治设立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司法行政工

作亦由其分管，时境内各县隶属之。民国26年(1937年)

以后，根据《山西省村调解委员会章程》有关规定，境内各

县普遍建立和开展了区、村人民调解工作。

二、革命根据地的司法行政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挺进山西，在太行、

太岳等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也

逐步建立健全起来。1941年后，根据同年7月晋冀鲁豫

边区第十次临参会通过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

的规定，边区设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领导。同年9月1

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要“建

立与健全司法制度，确立司法与行政的正确关系”。同年

9月15日公布施行的《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

高等法院设置下列各部门：①司法行政处；②检察处；⑧

民事法庭；④刑事法庭；⑤书记室；⑥看守所等办事机构。

《条例》第三章第十二条规定：司法行政处下设一、二、三

科。第十三条规定：司法行政处管理之事务如下：①关于

边区各级司法人员之铨叙事项；②关于边区各级司法人

员之教育训练事项；③关于边区各级司法机关之司法收

入及司法经费事项；④关于边区各级法院之看守所、劳动

感化院事项。《条例》还规定了看守所设置、隶属及武装卫

队的配备。根据规定，看守所行使监所职责，在所长指挥

监督之下负责：①犯人之收押、检查、点验及看管；②登记

及保管犯人之财物；③计划及实施犯人之教育；④组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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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犯人之工作、劳动；⑤考查犯人之活动；⑥登记犯人

之出入。《条例》第三条规定：“本院独立行使其司法职

权”。1945年3月，边区所属太行、太岳、冀鲁豫3个专署

同时召开参议会。会议决定改变过去立法、司法、行政三

权分立的体制，对1941年制定的法院条例作了修改，将

立法、司法、行政集中统一于边区政权。主要职责有：①管

理司法行政事务；②处理边区三审案件；③审核各专、县

呈送之民事案件；④审定没收及稽核赃物罚金等事项；⑤

提请任免及奖惩各级司法人员事项；⑥教育并培训边区

司法人员事项；⑦其它有关司法事项。

1945年11月，设于境内的太岳行署设司法处，下设

两科：一科管司法行政，二科为审判科。1946年，太行行

署增设司法处。1949年8月，两行署司法处撤销。1948

年，华北人民政府设司法部，作为“掌理司法行政，厘定司

法制度”的机关，按照当时《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规

定，人民法院对“重大案件之判决，得经司法部复核”，死

刑执行“除经司法部复核后，并须经主席核准，以命令行

之”。时境内的司法行政工作按华北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

行。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司法行政机构

机构创建和撤销

建国初期，本省的司法行政工作由省人民法院统管，

1950年长治(晋东南)专区分院成立后，设司法行政科，

分院院长由专员兼任。地区的司法行政工作，由专署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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