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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北京司法行

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和司法行政机构沿革、律师、公证、人民调解与基

层法律服务、法制宣传、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及附录等部分组成(因劳

改劳教工作另编专志，故本志不作记述)，辅以图表、照片。本志采用

篇、章、节、目结构。目以下分段记述，不再列子目，某些目以下的自

然段加标号。

三、本志详今明古，上限一般到清末，下限到1995年，个别章节

略有延伸。主要记述上述时期北京司法行政工作的演变过程，并根

据详今明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情况。

四、本志纪年，清(含)以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即朝代年号)与公

元纪年对照方式书写。中华民国后使用公元纪年。记述中的新中国

建立前、后，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简称。

五、计量单位使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本志的统计数字以北京市统

计部门公布的为准。市统计部门缺遗的数字，以北京市司法局统计

的数字为准。

六、《北京司法行政志》(征求意见稿)的编修成册，是各方面大力

支持和协作的成果。在此，谨向给予修志工作支持、帮助、指导的所

有单位、部门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北京司法行政志》编委会办公室

2001年6月



目 录

概述⋯⋯⋯⋯⋯⋯⋯⋯⋯⋯⋯⋯⋯⋯⋯⋯⋯⋯⋯⋯⋯⋯⋯⋯(1)

第一篇 机构沿革

第一章古代的司法行政和司法机构⋯⋯⋯⋯⋯⋯⋯⋯⋯⋯⋯(1)

第二章近代的司法行政机构⋯⋯⋯⋯⋯⋯⋯⋯⋯⋯⋯⋯⋯⋯(3)

第一节 清末的司法行政机构⋯⋯⋯⋯⋯⋯⋯⋯⋯⋯⋯⋯(3)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司法行政机构⋯⋯⋯⋯⋯⋯⋯⋯(4)

第三章 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司法行政机构⋯⋯⋯⋯⋯⋯⋯⋯⋯(7)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司法行政机构⋯⋯⋯⋯⋯(10)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至1979年的司法

行政工作及司法行政机构⋯⋯⋯⋯⋯⋯⋯⋯⋯(10)

第二节 1980年至1995年司法行政机构恢复

重建和发展的情况⋯⋯⋯⋯⋯⋯⋯⋯⋯⋯⋯⋯(17)

第二篇 律 师

第一章律师制度沿革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律师制度⋯⋯⋯⋯⋯(81)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律师制度⋯⋯⋯⋯⋯(84)

第二章律师工作机构

第一节 国办律师事务所⋯⋯⋯⋯⋯⋯⋯⋯⋯⋯⋯⋯⋯(92)
一1一



第二节合作制律师事务所⋯⋯⋯⋯⋯⋯⋯⋯⋯⋯⋯⋯(96)

第三节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98)

第四节 兼职律师事务所⋯⋯⋯⋯⋯⋯⋯⋯⋯⋯⋯⋯⋯(100)

第五节特邀律师事务所⋯⋯⋯⋯⋯⋯⋯⋯⋯⋯⋯⋯⋯(103)

第三章律师管理工作

第一节组织机构管理⋯⋯⋯⋯⋯⋯⋯⋯⋯⋯⋯⋯⋯⋯

第二节律师资格管理⋯⋯⋯⋯⋯⋯⋯⋯⋯⋯⋯⋯⋯⋯

第三节律师证照管理⋯⋯⋯⋯⋯⋯⋯⋯⋯⋯⋯⋯⋯⋯

第四节律师及律师工作人员任职条件管理⋯⋯⋯⋯⋯

第五节律师的惩戒⋯⋯⋯⋯⋯⋯⋯⋯⋯⋯⋯⋯⋯⋯⋯

第六节 律师管理制度改革⋯⋯⋯⋯⋯⋯⋯⋯⋯⋯⋯⋯

第四章北京市律师协会

第一节律师协会的组织机构⋯⋯⋯⋯⋯⋯⋯⋯⋯⋯⋯

第二节 维护律师在执行职务中的合法权益⋯⋯⋯‰⋯

第三节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律师素质⋯⋯⋯⋯⋯⋯⋯

第五章律师业务

第一节 刑事辩护⋯⋯⋯⋯⋯⋯⋯⋯⋯⋯⋯⋯⋯⋯⋯⋯

第二节 民事代理⋯⋯⋯⋯⋯⋯⋯⋯⋯⋯⋯⋯⋯⋯⋯⋯

第三节律师收费⋯⋯⋯⋯⋯⋯⋯⋯⋯⋯⋯⋯⋯⋯⋯⋯

第四节法律援助⋯⋯⋯⋯⋯⋯⋯⋯⋯⋯⋯⋯⋯⋯⋯⋯

第一章公证制度沿革
一2一

第三篇 公 证

＼夕＼．、、，、，＼．、＼，、，、．、＼夕、，、，＼，、，

7

O

4

7

3

5

4

9

4

4

4

1

3

叽

m

M

”

拐

笱

舛

凹

M

舛

弭

甜

粥

1

l

1

1

1

1

1

1

1

1

1

2，、J／L／L／-／／L／-／／_／，-／／L，-／，L，L／-／／-／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公证制度⋯⋯⋯⋯⋯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公证制度⋯⋯·⋯⋯··

第二章公证机关及公证管理

第一节公证机关的设置⋯⋯⋯⋯⋯⋯⋯⋯⋯⋯⋯⋯⋯

第二节公证机关及其组成人员⋯⋯⋯⋯⋯⋯⋯⋯⋯⋯

第三节 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公证工作⋯⋯⋯⋯⋯

第四节 公证收费及公证经费管理⋯⋯⋯⋯⋯⋯⋯⋯⋯

第三章北京市公证员协会

第一节组织机构及主要活动⋯⋯⋯⋯⋯⋯⋯⋯⋯⋯⋯

第二节 业务往来与交流⋯⋯⋯⋯⋯⋯⋯⋯⋯⋯⋯⋯⋯

第四章 国内公证

第一节 开展公私合同公证⋯⋯⋯⋯⋯⋯⋯⋯⋯⋯⋯⋯

第二节 办理各类民事公证⋯⋯⋯⋯⋯⋯⋯⋯⋯⋯⋯⋯

第三节 办理经济合同公证⋯⋯⋯⋯⋯⋯⋯⋯⋯⋯⋯⋯

第四节 开拓新的公证领域⋯⋯⋯⋯⋯⋯⋯⋯⋯⋯⋯⋯

第五章 涉外公证和涉港澳台公证

第一节 涉外民事公证⋯⋯⋯⋯⋯⋯⋯⋯⋯⋯⋯⋯⋯⋯

第二节 涉外经济公证⋯⋯⋯⋯⋯⋯⋯⋯⋯⋯⋯⋯⋯⋯

第三节 涉港澳公证⋯⋯⋯⋯⋯⋯⋯⋯⋯⋯⋯⋯⋯⋯⋯

第四节 涉台公证⋯⋯⋯⋯⋯⋯⋯⋯⋯⋯⋯⋯⋯⋯⋯⋯

第四篇 人民调解与基层法律服务

第一章人民调解

3

7

3

6

3

O

6

7

O

4

6

l

9

2

1

3

4

4

5

5

6

7

7

7

&

。6

O

3

孓

&，7

Z

粥
撕

搦
猫
懈
啪

l号
研

抛
拟
姗
吼

渤

娥、饥
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调解制度的沿革⋯⋯⋯⋯⋯⋯⋯⋯⋯⋯⋯⋯⋯(386)

第二节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和发展⋯⋯⋯⋯⋯⋯⋯⋯(391)

第三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411)

第四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418)

第五节 司法助理员⋯⋯⋯⋯⋯⋯⋯⋯⋯⋯⋯⋯⋯⋯⋯(453)

第六节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管理⋯⋯⋯⋯⋯⋯⋯⋯⋯(471)

第二章基层法律服务

第一节基层法律服务的形成和发展⋯⋯⋯⋯⋯⋯⋯⋯(495)

第二节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和基层法律工作者⋯⋯⋯⋯(510)

第三节 基层法律服务业务工作⋯⋯⋯⋯⋯⋯⋯⋯⋯⋯(523)

第四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管理⋯⋯⋯⋯⋯⋯⋯⋯⋯(537)

第五篇 法制宣传

第一章法制宣传史略

第一节 古代时期法制宣传⋯⋯⋯⋯⋯⋯⋯⋯⋯⋯⋯⋯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法制宣传⋯⋯⋯⋯⋯⋯⋯⋯⋯⋯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法制宣传⋯⋯⋯⋯⋯

第四节 恢复重建司法局后的法制宣传⋯⋯⋯⋯⋯⋯⋯

第二章 法制宣传机构和队伍

第一节机构设置与职能⋯⋯⋯⋯⋯⋯⋯⋯⋯⋯⋯⋯⋯

第二节 法制宣传队伍建设⋯⋯⋯⋯⋯⋯⋯⋯⋯⋯⋯⋯

第三章 法制宣传纪实

(550)

(553)

(557)

(566)

(578)

(579)

第一节 创办法制报刊、杂志⋯⋯⋯⋯⋯⋯⋯⋯⋯⋯⋯(581)
——4——



第二节 建立法制宣传橱窗⋯⋯⋯⋯⋯⋯⋯⋯⋯⋯⋯⋯

第三节 开展“法制宣传日、宣传周”活动⋯⋯⋯⋯⋯⋯

第四节 北京市依法治市工作纲要的制定⋯⋯⋯⋯⋯⋯

第四章第一个五年普及法律常识

第一节普法的提出与准备⋯⋯⋯⋯⋯⋯⋯⋯⋯⋯⋯⋯

第二节 “一五”普法的实施⋯⋯⋯⋯⋯⋯⋯⋯⋯⋯⋯⋯

第三节“一五”普法的验收⋯⋯⋯⋯⋯⋯⋯⋯⋯⋯⋯⋯

第四节 大力深化法制教育⋯⋯⋯⋯⋯⋯⋯⋯⋯⋯⋯⋯

第五章 第二个五年普及法律常识

第一节准备阶段⋯⋯⋯⋯⋯⋯⋯⋯⋯⋯⋯⋯⋯⋯⋯⋯

第二节组织实施阶段⋯⋯⋯⋯⋯⋯⋯⋯⋯⋯⋯⋯⋯⋯

第三节 考核验收阶段⋯⋯⋯⋯⋯⋯⋯⋯⋯⋯⋯⋯⋯⋯

第六篇 法学教育

第一章法学教育史略

第一节 法学教育的萌芽⋯⋯⋯⋯⋯⋯⋯⋯⋯⋯⋯⋯⋯(696)

第二节 专门法学教育的起源⋯⋯⋯⋯⋯⋯⋯⋯⋯⋯⋯(700)

第三节 法学教育的变革⋯⋯⋯⋯⋯⋯⋯⋯⋯⋯⋯⋯⋯(703)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法学教育⋯⋯⋯⋯⋯(705)

第二章北京市司法局重建后的法学教育

第一节 举办培训班，提高司法人员素质⋯⋯⋯⋯⋯⋯(710)

第二节创办政法院校，培养法律人才⋯⋯⋯⋯⋯⋯⋯(713)

第三章政法院校

＼．、＼．、＼．、＼．、＼．、、夕＼-、＼．、、一、＼一、

9

1

6

O

O

5

7

O

O

7

8

9

9

0

1

2

3

6

7

8

5

5

5

6

6

6

6

6

6

6，，一／，，一，／，＼／，一一，●＼／，＼，，一，，●＼，，＼／，＼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北京市司法学校⋯⋯⋯⋯⋯⋯⋯⋯⋯⋯⋯⋯⋯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北京市法律业余大学⋯⋯⋯⋯⋯⋯⋯⋯⋯⋯⋯

北京市司法局法学教育函授站⋯⋯⋯⋯⋯⋯⋯

第七篇 法学研究

(716)

(717)

(718)

(720)

第一章北京市法学会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北京市法学会的创建⋯⋯⋯⋯⋯⋯⋯⋯⋯⋯⋯(723)

第二节 北京市法学会的主要职责⋯⋯⋯⋯⋯⋯⋯⋯⋯(724)

第三节 法学会组织机构设置⋯⋯⋯⋯⋯⋯⋯⋯⋯⋯⋯(725)

第四节 法学会组织机构沿革⋯⋯⋯⋯⋯⋯⋯⋯⋯⋯⋯(727)

第五节 法学会会址变迁⋯⋯⋯⋯⋯⋯⋯⋯⋯⋯⋯⋯⋯(729)

第二章 法学研究活动与学术交流

第一节法学研究活动⋯⋯⋯⋯⋯⋯⋯⋯⋯⋯⋯⋯⋯⋯(742)

第二节 学术交流⋯⋯⋯⋯⋯⋯⋯⋯⋯⋯⋯⋯⋯⋯⋯⋯(749)

第三章 北京市法学会会刊——《法学杂志》

第一节 创刊经过⋯⋯⋯⋯⋯⋯⋯⋯⋯⋯⋯⋯⋯⋯⋯⋯(751)

第二节 会刊的主要内容及办刊方针⋯⋯⋯⋯⋯⋯⋯⋯(752)

第三节 杂志社的发展变化⋯⋯⋯⋯⋯⋯⋯⋯⋯⋯⋯⋯(752)

编纂始末⋯⋯⋯⋯⋯⋯⋯⋯⋯⋯⋯⋯⋯⋯⋯⋯⋯⋯⋯⋯⋯⋯(762)



概 述

“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马克思语)。司法行政是国家的司法

组织活动，即国家对司法工作的组织管理活动，它是中国近代司法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行政工作主要包括对司法机构、人员、经费

等行政事项以及与司法有关的机构、人员、业务的管理。《北京司法

行政志》就是记述北京司法行政发生、发展、变化的较为完整的一本

专业志。

北京的司法行政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建

立、撤销、再恢复重建的曲折过程；司法行政机构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废除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司法制度，建立了人

民的司法制度。司法行政机关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所领导和管理的司法行政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法与司法行政的合一、分立几起几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司法与司法行政一向是合一的。直到

清末，从中央到地方司法与司法行政才开始分立。清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1906年)，刑部改为法部后才取消审判的职能，而专理司法行

政。

中华民国时期(1911年至1949年)，北京(当时称北平)及其所辖

的县(州、区)没有专门的司法行政机构，其司法行政事宜由中央司法

部(后更名为司法行政部)直接领导；具体的司法行政工作则由各级
—— 1——



法院负责开展，即，司法与司法行政中央是分立的，地方是合一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司法

制度。1948年8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正式成立华

北人民政府。同年10月6日，建立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主管司法

行政；华北人民法院主管审判。地处华北地区的北京当时属敌占区，

实行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司法制度。但在北京东南、西北地区的革

命根据地则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的司法制度。在那

里，县政府或联合县政府建立的司法处或司法科，负责司法与司法行

政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下设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司法部是国家的司法行政机

关，主持全国的司法行政事宜；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

关，主持全国的审判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是1949年11月1

日在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史良任部长，李木

庵任副部长)。即在中央司法与司法行政实行“分立制”，而在北京市

司法与司法行政实行“合一制”，全市的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基本上

由北京市人民法院主管。后来，由于法院审判工作十分繁重，如果继

续兼管干部管理、教育、训练、组织建设、民间调解、公证、律师等司法

行政工作，则实难兼顾。因此，根据上级决定，1955年3月，将北京

市人民法院原设的司法行政处划出，成立北京市司法局，专管全市的

司法行政工作。此后，北京市的律师、公证、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等主

要司法行政业务全面迅速开展。但1957年下半年，由于“反右”斗争

的扩大化，市司法局正、副局长及30％的专职律师被错划为“右派分

子”。刚刚有所起色的司法行政工作开始走下坡路，1958年10月，北

京市司法局建制改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司法处；1959年7月，市人
—— ，’——



民委员会司法处被撤销；8月，司法处的工作并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于是，自1959年9月开始，北京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即从中央

到地方)，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的“分立制”又一次演变为“合一制”。

这种“合一制”一直持续到1979年整整二十年时间。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清除“左”的

影响，大力加强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1979年9月，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司法部。1979年

10月，中发[1979177号文件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建立地

方司法行政机关的通知》。1980年2月，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

北京市司法局恢复建制，2月15日正式宣告成立，编制暂定70人，下

设一室四处。北京市人民政府规定，北京市司法局是北京市人民政

府的行政职能部门，主管北京市的司法行政工作。1980年11月至

1981年4月，北京市辖区内的18个区、县司法局全部组建。至此，北

京市的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又一次分立，司法行政机构再次独立出

来。从此，在北京市司法局领导和管理下，首都的司法行政工作全面

开展。

司法行政职责业务范围不断变化

清末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专理司法行政的法部“以管理

直省司法上之行政事务，并监督直省各厅局(指审判厅局)，另死刑案

件及秋、朝审大典，均由法部复核”。在《刑部官制草案》中规定法部

的职责之一是“考验律师”。1910年清政府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

讼律》，还做出了律师参加诉讼的规定。但该法典尚未公布，清政府

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中华民国时期(1911年至1949年)，中央司法部(后更名为司法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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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主要管理的事务是“关于民事、刑事诉讼事件、户籍、监狱，保

护出狱人事务，并其他一切司法行政事务，监督法官”，任命法官审核

裁判书，统计等。在北京市(当时称北平)及其所辖区(州、区)没有专

门的司法行政机构。其司法行政事宜由中央司法部(司法行政部)直

接领导，个别司法行政工作由各法院负责。但是，在西方法律思想和

制度的影响下，隶属中央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律师工作开始在北京

(北平)起步。北洋政府于1912年制定了《律师暂行章程》、《律师登

录暂行章程》等法规，自此时起，中国开始建立律师制度。虽然由于

种种原因，这些律师法规未能认真执行，但律师队伍还是有了一定发

展。1926年北京建立了律师自己的独立组织——北京律师公会(后

为北平律师公会)。到1949年，北京已形成了300余人的律师队伍。

律师按《律师法》履行自己的职责。1941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律师

法》将律师分为“大律师”和“小律师”两种。大律师可以承办全部律

师业务，如为当事人出庭辩护和代理民事诉讼等；小律师主要承办代

办诉讼状、法律咨询等一般性法律事务。

1949年至1955年2月期间，北京市司法行政工作主要由市人民

法院负责。市人民法院内设辩护组、公证组。司法行政业务主要是：

对下级法院机构、人员及工作上的管理、干部培训、管理律师、公证和

组织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司法宣传工作，监督司法财政工作等。

1955年3月29日，．北京市司法行政机构——北京市司法局成

立，专管全市的司法行政工作，它的任务职责是：

(1)关于司法机关的业务建设和思想指导；(2)主管下级人民法

院的内部机构、制度建设；(2)主持并组织对所属下级人民法院工作

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情况和完成工作计划的全面检查；

(4)对司法干部的教育和培训；(5)管理律师和公证工作；(6)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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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司法宣传工作；(7)研究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做好书记员、执行

员、法警的工作及法院档案、赃物的管理工作，⋯⋯监督司法财政工

作；(8)代管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司法行政的某些工作；(9)领导和管理

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和人民陪审工作。

1959年北京市司法局被撤销，自该年9月起，全市的司法行政

工作又一次并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律

师制度及其工作基本被否定。除保留法律顾问处的牌子和五名律师

在外宾参观时出庭辩护走走形式外，律师工作已名存实亡。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律师制度被彻底取消。此后，在办理涉外案件

有外宾旁听审判时，就临时邀请政法院校的教师出庭辩护。设在市

人民法院内的公证组，除因基于国际惯例出具少量涉外公证书外，国

内公证基本停止办理。当时，公证被斥为“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涉外

公证是“为里通外国开绿灯”，公证工作几近取消。由于不能按国际

惯例及时出具公证书，中国公民在域外的合法财产无法调入，有的则

被侵吞，致使国家大量非贸易外汇落空。

1959年北京市司法局被撤销，直至二十年之后，北京市司法行

政机构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才得以恢复和重建，1980年

2月，北京市司法局宣告成立。其职责和业务范围是：

(1)负责管理人民法院的设定、机构、编制；(2)负责有关司法制

度的建设；(3)管理和培训司法干部；(4)领导律师组织和公证机关的

工作；(5)组织开展法律宣传和法制教育活动；(6)协同有关部门管理

政法院校，培养各级司法专业人员；(7)指导人员调解委员会等工作。

1983年8月以后，司法行政机关又增加了一项重要职能：领导和管

理劳改、劳教工作。

在北京市，1983年8月之前，劳改、劳教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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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1983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将公安部劳改局、劳教局及其编

制划归司法部的通知》。根据司法部、公安部《关于贯彻中央将劳改、

劳教工作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若干规定》，北京市自1983年8

月15日起，北京市劳改工作管理局(1995年11月8日更名为北京市

监狱管理局)正式由北京市公安局划归北京市司法局领导。它标志

着北京市司法行政机构的逐步完善和职能的逐步加强。但是，真正

落实“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劳改、劳教工作”的职责，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的。1986年1 1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通知北京市劳改工作管

理局党委：“市委、市政府同意市劳改工作管理局隶属市司法局关系

不变，按一级局对待。”具体办法中的各项均“同其他局级单位一样对

待”。上述决定是由市委组织部1986年10月28日拟，11月4日黎

光签阅的。(黎光当时任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

1987年7月，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市劳改工作管理局隶属

市司法局关系不变，按一级局对待”的批示，市委政法委与市司法局、

市劳改局反复协商，确定了在请示报告制度、干部任免、录用、审批、

奖惩等制度及管教业务、生产、财务等方面的七条办法。

在工作实践中，司法部制发的有关劳改、劳教工作文件按规定直

接发至北京市司法局，再由市司法局向市劳改局转发，并安排有关工

作事宜；这类文件通知，司法部一般不直接下发北京市劳改局，以免

造成两局隶属关系的混乱o

1995年，北京市在机构改革中，市委、市政府重新明确了北京市

司法局的职责和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其主要职责是：(1)负责起草司

法行政工作的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2)领导本市的狱

政和对罪犯的改造及劳动教养工作；参与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监外

执行人员的社会监管教育和对刑满释放以及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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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安置工作。(3)指导北京市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和依法

治理工作。(4)负责管理北京市的律师、公证工作；研究律师、公证工

作的改革，并提出实施办法。(5)负责对北京市法律服务机构和在京

设立的国(境)外律师机构以及本系统社会团体的监督管理。(6)指

导和管理北京市人民调解、基层司法助理及乡(镇)法律服务工作。

(7)指导北京市法律中专、法学成人高等教育和函授教育工作；负责

在职法律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8)负责北京市司法行政的对外交

流工作。(9)负责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登记和公告工作。(10)负责

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协助管理区、县司

法局领导干部。(11)承办北京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志补：

关于北京市司法局的职责和业务工作范围，北京市委市政府在

北京市2000年机构改革中作出了系统的规定。其中，市司法局与市

监狱管理局的隶属关系和对其的管理职责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2000年1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向中共北京市司法局委

员会发出通知：“市委决定，北京市司法局党组改为党委，原党组职务

自然免去。根据中央批复的北京市机构改革方案，北京市监狱管理

局、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改为部门管理机构，为副局级，由北

京市司法局管理。原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党政领导干部职务自然免
上 ”

玄o

2000年6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下发的《北京市司法局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二、主要职责第二款规定北京

市司法局“根据《北京市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管理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和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对第三、内设机构第二款政治部中

的人事警务处规定“人事警务处。负责本机关人事管理工作；指导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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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单位的人事管理工作；负责审核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劳动教

养工作管理局以及区、县司法行政部门人员录用、调入；负责监狱、劳

教系统的人民警察表彰、警衔评授、警衔晋升和培训工作。”

至此，即2000年6月，北京市党政机构改革后，进一步理顺了北

京市司法局与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的隶

属关系，使北京市司法局的工作职责和业务范围更加明确，从而有利

于首都司法行政工作全面、有效的开展。

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自1980年恢复、重建至1995年的十五年

中，司法行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各级领导和广大工作人员在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的指引下，伴随着人民共和国前进的步伐，

以改革求发展，以作为求地位，为维护首都的社会稳定、公民合法权

益和促进首都经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而积极作出贡献。

司法行政队伍在改革中重组、发展、壮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北京市司法局开始建

立。在市司法局领导下，正当律师、公证等司法行政事业刚刚有所发

展时，由于“左”的路线影响，1959年，市司法局被撤销，司法行政队

伍也随之萎缩，全市只保留了一个仅有7名公证员的公证处。20年

之后，中共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使首都的司法行政工作重获新生，司

法行政队伍迅速发展。

1980年律师工作刚刚恢复时，全市仅有2家律师事务所19名律

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

规定，当时北京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国家依职权设立的，律师都具有国

家事业编制，并有工资和公费医疗等福利。随着北京市律师业的发

展和社会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增加，自1985年开始，北京律师逐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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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与国家脱离关系，不再享有工资、公费医疗、福利住房、退休等

福利。律师事务所逐步成为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只占国

家事业单位的空编。从此北京律师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1988年，北京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合作所的特点在于不占

国家编制，这就迈出了律师体制改革的重大一步。律师业开始向不

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

束的组织方式转变。从1988年到1992年，北京市共批准了四家合

作制律师事务所，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发表后，北京律

师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当年就增加了十几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1994年，北京开始组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同时，开始以个人姓氏

命名，不限开办人数，实质是律师“个人开业”的试点。在北京的律师

事务所中，合伙所占大多数，占事务所总数的70％，这是北京的一个

特点。从1992年起，北京市司法局对国办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实行律师所主任选任制、律师聘任制；建立民主管理机制；推行

以效益为主的分配制度。改革，给律师事业带来了生机。律师事务

所的数量与创业之初的80年代相比，成百倍的增长。截至1995年

北京共有律师事务所227家。其中占编所(国办所)41家，不占编所

145家，兼职所21家，特邀所6家，另有14家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时挂

上律师所牌子(经批准)。在145家不占编所中，合作所87家，合伙

所52家，个人姓氏所6家。当初的国办律师所“一花独放”到20世

纪90年代中期已形成多种模式并存、以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为主的格

局。1995年全市2700多名执业律师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4％。

具有双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占17％。全市涌现出一批能在高层

次、新领域、外向型、专业化方面施展才华的律师，这正是北京律师的

优势所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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