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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志·政权志》是记述黑龙江地区地方政权机关设置沿革、政治制度演变、施

政活动及其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的一部专志。

<黑龙江省志·政权志》共有五部分组成。根据黑龙江地区设治较晚，且政权组织形式

比较单一的情况，在分述各政权机关之前，首先设立了《：沿革编》。该编重点记述从唐代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一千余年间，黑龙江地方政权组织的形成，政权性质的变

更，以及政权机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85年期间，按照政

权机关的性质和职能的不同，分设为四编。其中，《人大编》，主要记述本地区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确立、发展及其在人民民主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编》，主要记述本地区地

方行政机关的设置、演变及其在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政务活动；《法院编》，主要记述本地区

审判机关的设置、变更，审判制度的演进，以及重要审判活动；《检察编》，主要记述本地

区检察机关的设置、变更，检察制度的演进，以及重要检察活动等。上述五部分既相对独

立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了完成《黑龙江省志·政权志>的编纂任务，在80年代初，省级各政权机关先后设

立了史志办公室f在本机关的领导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开始分别着手收集资料，

拟订篇目，进而撰写志书初稿。其中，沿革编和政府编，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史志办承

修；人大编，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史志办承修；法院编，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史志办承

修；检察编，由省人民检察院史志办承修。在编写过程中，四家史志办公室既有分工，又

密切配合，保证了编修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加强对政权志编修工作的领导，省人大、省

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分别成立了本编志稿的编审委员会；并成立了由上述四家机关领

导同志分任主任或副主任的黑龙江政权志编审委员会，在黑龙江省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领

导下，组织开展《黑龙江省志·政权志》的编修及审稿工作。

经过修志人员10余年的艰苦努力，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先后完成了五编志稿的

鳊修任务。初稿完成以后，各承编单位与省地方志办公室共同组织数次评审会议，邀请省

内地方志及其他方面有关专家、学者、领导，对各编志稿进行评议审查，提出了许多重要

修改意见。在此期间，各承编单位还分别编写出版了有关资料长编或其他书稿，在社会上

发行，广泛征求意见。然后，修志人员进一步核实资料，调整充实内容，反复进行修改，

形成了复审稿，报请省志编纂委员会审查定稿。可以说，本分志是省级各政权机关领导、

史志办工作人员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本分志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修的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而且省和部分市县的档案馆、

等单位人员及其他有关同志，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本志

们全体编写人员。向为本分志付出了心血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

的思想水平、业务知识所限，加之囿于资料的不完整性，本分志稿

疏漏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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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黑龙江地区的地方政权组织，自古代开始出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两千多年间，

先后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和人民民主性质的政权等若干

阶段。

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4万多年以前，黑龙江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但直到西周时

期，这里还只是各民族部落的活动之地，尚未出现任何政权组织形式。大约到了西周后期

至春秋之际，即公元前3世纪前后，生活在今松嫩平原一带的索离人东明，以今吉林省中

部地区为中心建立奴隶制性质的地方民族政权——夫余国。南北朝时期，北夫余族的后裔

在松嫩平原北部建立了黑龙江地区第一个奴隶制性质的地方民族政权组织——豆莫娄政权。

从唐代开始，中央王朝相继在黑龙江地区设治。但由于该地区地处祖国边陲，长时期

内主要聚居着少数民族，因此，所建地方政权，在体制、职能、权限等诸多方面，大都有

异于内地。其中多为军政机构，且具有羁縻性质。

唐朝在黑龙江流域先后设立渤海、黑水、室韦等都督府，委官施治，行使管辖之权。

尤其是渤海都督府(亦称渤海国)，其行政机构相当完备；地方行政制度则仿行唐制，在境

内遍设京、府、州、县，其中在今黑龙江地区设置了1京、6府、34州和数十个县的行政

机构。渤海前后存续220余年，最盛时辖地“方五千里”。

辽、金时期，黑龙江地方政权有进一步发展。在“因俗而治”的方针指导下，黑龙江

地区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既设有以民治为主或军、民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

特别是金代，在黑龙江地区设置了大量路、府、州、县；又设有大批军事性质的管理组织，

诸如招讨司、猛安、谋克等，对该地区各族居民行使有效的管辖和控制。 ’．

元朝创立行省制度，设辽阳行中书省管辖整个东北地区。在黑龙江地区设置隶于辽阳

行省的“路”和一批具有军事性质的政权机构。明代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对东北地区则

以“地旷人稀”、。易动难安”等为由，实行具有军事性质的都司、卫所制。明朝在黑龙江

下游设立了奴几干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数百个卫、所，行使对各地的管辖之权。

清代是黑龙江地区自成一个政区、正式设置省级政权机关的开端。清朝统一全国以后，

在全国实行省、府、县三级管理体制。但东北地区因是清廷“龙兴之地”而实行“军府

制”。即由驻防将军兼理各省民政。将军之下设置若干副都统、协领等，分别镇守各地。黑

龙江地区初由宁古塔将军管辖。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增设黑龙江将军，置

将军衙门，管辖黑龙江中上游两岸广大地区；黑龙江下游地区仍由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

林将军)管辖。是为以“黑龙江”命名政区之始。其后，由于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黑龙

江、吉林两将军原辖之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尽为其所霸占。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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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沿革编

随着汉人的不断涌入，军府制的弊端更加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民政事宜与日俱增的需

要。因此，从同治年间(1862～1875年)开始，黑龙江地区相继设置了一些专管民政事宜

的行政机构。有鉴于此，清政府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决定在东北废除军府制，实行

行省制。于是，裁撤黑龙江将军，设置黑龙江行省。是为黑龙江设省之始。行省设置前后，

各副都统、协领等军政机构均予裁撤，由道、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所取代。从此，

黑龙江地区变旗制而改设民官，政权组织形式与全国基本趋于一致。

在清朝封建政权统治的200多年期间，作为地方政权机构的黑龙江将军衙门和黑龙江

行省公署j在开发黑龙江方面有过大量有益的举措，并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在抗击沙俄

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也曾做出过积极贡献。但是，作为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统

治的工具，它对内镇压、剥削人民。对外丧权辱国，也留下了不少劣迹。特别是在19世纪

60年代任黑龙江将军的奕山，竟然屈从强邻的武力威胁，在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上

签字，使大片中国领土被沙俄帝国主义所侵占。 ：

中华民国建立伊始，各省基本上都是军政、民政合署。1913年全国地方官厅组织“划

一”，军、民开始分治，并将府、厅、州一律改为县，统一实行中央政府统辖下的省、道、

县三级政权体制。东北“易帜”后，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于1929年2月在各省裁撤

道级行政机构，改行省、县二级制。至1930年，黑龙江省辖设42县、ll设治局，当时属

吉林省管辖的在今黑龙江省境内的尚有22县，合计64县、11设治局。民国时期奠定了黑

龙江省设立县级行政建置的基础。

中华民国政府统辖黑龙江省的20年间，地方政权基本上由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奉

系军阀所把持。黑龙江省的当政者，虽然有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开发黑龙江实业方面做过

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始终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他们不断争权夺势，互相攻讦，拼命聚敛，造成了黑龙江的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经济发展

迟缓，人民生活依然处于贫困状态。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炮制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东北地区
实施了14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日伪政权对地方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今黑龙江地区

先后设立了龙江、滨江、三江、黑河、牡丹江、东安、北安、东满等省。各省及所属市、

县(旗)伪政权机关的官吏，大部分由日本人充任，并且由其掌握实权。因此，这些伪政

权机关都是完全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驱使的工具。

在东北沦陷期间，由日本殖民主义者所操纵的伪政权，施行了一系列的法西斯暴政。

它残酷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疯狂掠夺各地的资源财富，极力传播

殖民主义的思想文化。这一时期，是黑龙江地方政权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黑龙江地方政权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黑龙江地区相继建立了各级民主政府，其中包括黑龙江、嫩江、合江、绥宁．(牡丹江)、松

江等5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以及70余市、县、旗政府。到1949年5月，逐步合并为松

江、黑龙江两个省级政权机关，其下共辖5市、7l县、2旗人民政府。各级民主政权机关，

均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担任领导人员，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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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黑龙江地区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结束了本地区延续一千余年的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的历史，开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

黑龙江地区各级民主政权机关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社会改革。除奸剿

匪，土地改革，建立和巩固政权，支援前线，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使

黑龙江大地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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