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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司法行政机关是各级政府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部门，是

国家的执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司法行政工作在我国司

法体系和法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省司法行政机关，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监督下，在政法等

部门的支持下，以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通过开展各项司法行政工

作，全面发挥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作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

家长治久安服务，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方便人民群众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服务。‘ ．

‘

山东司法行政机构的出现，有据可查的是渊源于清代。宣统二

年(1910年)，山东巡抚奉旨将山东按察使司改为山东提法使司，

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掌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人

民政权的司法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山东司法行政机关经

·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建立至1950年10月改名为山东省人

民法院；二是1955年重新成立到1959年撤销；三是1979年恢复

重建至今。这中间虽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对山东的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发挥

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东司法行政机关

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监督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发扬艰

苦创业、勇于改革、精诚团结、拼搏奋进的革命精神，为加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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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1
， 《山东司法行政志》是山东司法行政机关的部门志。它对山东 l

司法行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组织、人事、以及各项工作，都予以翔 ：
实的史实记载和简要的客观介绍，较全面地反映了司法行政部门’， ’ !

·． 的发展概况，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读性，对认识、了解和 1

研究山东不同历史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建设具有中’ j

国特色的司法行政工作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一

‘

继往始开来，温故而知新。回顾山东法制建设的发展，几经坎 。’

坷，几度兴衰，终于迎来了繁荣兴盛的今天。盛世修志。山东省司 ， {I

法厅早在1982年就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着手于《山东司法行政志》： ”．

、

的编写。编纂过程中，我们力求体现“三新”(新观点、新材料i新方 ．j

，． 法)。在查阅大量史料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 l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删 l

， 繁就简，去伪存真，历时七载，终于成书。虽然本志书在史料的取舍 ， ：
以及体例、文字诸多方面难免有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是山东司法行 l
政工作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和客观反映，因而为各级领导的决策 1

．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为广大司法干部提供了业务知识。 {

：、 我们衷心希望lg全省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学研究人员一 。!

道，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领导监督下，与各有关部门密切配 j

合，以《山东司法行政志》的出版为开端，进一步加强对司法行政工

作的调查研究，为振兴山东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开创山东社会主义 ， 1j
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I

．．
，，．． 。， ，一．，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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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和史实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编修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司法行政志书。
‘

。

二、编纂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秉笔直书的原则。突 ．

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司法行政工作的特色，重点撰写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变化和改革成就。，

三、体例结构采用志、传、录、图、表、照片诸体组成，志为主 ．

体。志体编纂方法为横排竖写，先横后纵，横排事类，纵述历史，力

’’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
?

，

四、篇目设置全志共设十三章，按章、节、目、子目四层记述。

篇幅较大的章节需设细目时，以黑体字标出。，。

。 ，五、时间断限本志书上限至1840年，下限到1985年。有些

章节上限时间根据历史发展情况适当向前延伸。 ·

六、文体文风志文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严谨、朴、
’

实、准确，不用含糊不清或不定指的词语；不用浮词、套话、空话；不

夸张失实，夹叙夹议、文白间杂。 ．

七、资料来源本志所用资料，一是来自采访、社会调查；二是

查阅旧志书、档案、图书、报刊；三是吸取历年的总结材料、领导重

要报告、调查报告等典型部分。凡有关资料均经去伪存真，多方考 ．

。

．证。
’

，

’。

八、纪年方法皆采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放在括号内。在行 ．，

。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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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民国、山东省司法厅、济南市经十路9号。对人物称谓，直书其

姓名，不加“同志”、“先生”等。需加单位职务时，加在姓名之前。

十四、对当代重大历史问题的论述 以《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精

神为指导，实事求是，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论述之中。 ’

。

十五、附件说明凡志书中所附法规、章程、办法、规则，繁体

字一律改用现代简化汉字，竖排版式一律改为横排版式。有的文中

’无标点或空字、别字，均尊重历史原件，未作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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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司法行政是指以辅助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为目的的行政事务。

它随着司法的产生而产生。但是，由于我国历代实行的都是‘‘政刑

合一”的制度，因此，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前的几千年的 ．，

阶级社会里，非但山东没有设立专门的司法行政机构，就全国来看

亦是如此，司法行政工作均由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兼办。清光绪三十

二年以后，随着清政府法部和直隶、江苏及东北三省司法行政机构 t

的建立，清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一日(1910年)，山东巡抚奉旨将山

东提刑按察使司改为山东提法使司，建立了山东有史以来第一个

专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开始了山东司法史上司法行政与司法

的分离。提法使司主要从事省级审判厅、检察厅及监狱的筹建。同

。时，为在全省十府、～直隶州、一百零七县设立法院，采取多种方

式，兴建各种法政、法律学堂，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司法人才。1910

年下半年成立了以养成司法官吏为目的的山东法律学堂。不久，震
。

撼世界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提法使司随着清政府地方政权的垮台

而垮台。
’

一
．’ 。，

民国建立以后，山东提法使司先是改为山东司法筹备处，后又

奉部令而撤销。提法使司撤销后，不管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

党政府，均没有在山东设立司法行政机构。司法行政工作由中央司

法部或司法行政部统一管理，地方各级法院具体承办。1912年《律

师暂行章程》公布后，济南、烟台等地率先成立了律师公会，开展了

律师业务，律师制度在山东确立起来。1935年，司法院公布《公证

暂行规则》，1937年，青岛、潍县两地便成立了公证处，开展公证业

一务，公证制度在山东随后逐渐形成。．律师、公证业务的开展给司法

’·，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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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 ·
．

民国时期，人民解放区内，人民翻身作主，真正掌握了自己的‘ ，‘

司法行政权。1941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设立了高级审“

’判处作为全省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兼三审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
‘

行委员会以下的行政主任公署设高级审判分处，代行高级审判处。

职务；专署设地方法院，为第二审兼第一审机关；县设司法处(科)。 ’，

为初审机关。专署、县的司法行政工作均由审判机关兼理．1943年
， 9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后，

一

山东省高级审判处则改为山东省司法处。1945年山东省政府成立
、。

后，山东省司法处又改为山东省司法厅。到1949年春，山东各级司 ．c

法组织基本建立健全。省府设司法厅，各行政专署设司法处，直属

专署及县设司法科，直属工矿特区及各直属市设人民法院。全省有 ．

司法处3个，司法科126个，人民法院8处。这一时期，尽管战争频

繁，政权流动性大，但在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下，各级司法机关做
‘

了大量的工作。1941年4月18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公布施行

《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用法律的形式将山东早就有
． 的民间调解组织确认下来，在各行政村内普设调解委员会，专管良

问纠纷调解。从此，人民调解制度逐渐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人民调

．解王作纳入司法行政工作之中，并成为司法行政工作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1941年9月，胶东区举办第一期司法训练班，开培训人
‘

民司法干部之先河。尔后，司法培训班工作在各解放区相继展开。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

‘司法原则的指示》发布后，司法机关大力宣传人民政权的法律、法 ，

令及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反动性、虚伪性、欺骗性。所有这些，为巩

， 固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宝
”

●

贵经验。 。． ， + ．j。
’

‘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进入了一”|．． ，

．个新阶段。建国之初，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司法厅改为山东省人’‘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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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法院为山东最高审判机关，同时兼管全省司法

行政工作。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 。

’公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个新阶段。根据宪法

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各大

行政区司法部随着大行政区的撤销而撤销。同时，在省一级设立司 ·

’法厅(局)管理一省之司法行政工作。于是，1955年3月9日，经山

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山东省司法厅重新成立。继司法厅成立之

，后，青岛、济南、淄博三市相继成立了司法局，泰安、莱阳、德州、昌

潍、临沂、菏泽、文登、胶州、聊城、惠民11个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
’

成立了司法行政科。省属市、地区司法行政机构的建立，把山东的

司法行政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主要．

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宣传以社会主义宪法、婚姻法为主的法
?

律、法令；创建人民法院和巡回法庭，推行各项审判制度，并协同人

． 民法院进行政策指导和业务检查，使人民法院更好地发挥其职能

作用；建立法律学校，培养法律人才，提高司法干部的素质；健全各‘

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人民调解，防止纠纷，减少诉讼；废除旧的

’律师制度，使人民律师制度建立和发展起来。1956年，通过济南试

点后，开始在全省30万人口以上的市和高、中级法院所在地的市、
8

县设立法律顾问处，1957年成立了山东省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

公证处也由建国初期的I处发展到8处。1956年，山东省司法厅

公布了《公证费暂行规定》，公证制度在砸碎旧制度的基础上逐步

完善起来。这些工作的开展，为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50年代后期，“左”倾思想

抬头，法律虚无主义泛滥等原因，1959年山东省司法行政机关全

都撤销，司法行政工作再一次移交各级人民法院管理。刚刚建立的 ．

人民律师制度和法律学校，亦随着司法行政机关的撤销而夭折。

t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
‘

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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