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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猫京袁

正当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引的方向，

努力开创新世纪全省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之际，由我厅组织编撰的《山西公证志》

与大家见面了。这在我省司法行政工作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是一件具有历史和

现实意义的大事、好事。为此，我代表山西省司法厅党委，谨向所有参与编辑《山

西公证志》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

五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丰富、深刻、辉煌、博大的中华文明。法律作为中华文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的奴隶社会就已产生。公证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在我国形成较晚。但形成公证制度的基础——私证，却在我国汉代早已出现。从

我国出土的东汉末年的“孙成买地券”的私证实物可以看出，我国的私证活动在东

汉末年就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这与西方古罗马帝国最早出现的私证制度产

生于同一时期，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从公元529年罗马帝国编纂的《查土丁尼法典》中出现的关于公证的记载算

起，公证制度在世界上已存在1472年的历史。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

府公布的《登记通则》中第一次出现公证字样算起，公证制度在我国仅有90年的

历史。且因历史原因，历尽劫波、几度曲折，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国务院于1982年4月13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才标志着
新中国公证制度的真正建立。

公证制度是国家为保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稳定社会经济、民事秩序，预防纠

纷，减少诉讼，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一种预防性的非诉讼司法证明

制度。我省公证工作恢复重建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下，在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坚持

为经济建设服务，坚持为社会长治久安服务的工作方针，广大公证人员积极投身

于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充分运用公证手段，为健全我省的

民主与法制建设，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促进对外开放，保护

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等方面，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o
· 1 。



二十年来，我省公证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在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

进步伐中取得了长足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创建走向发展，从发展

走向辉煌的艰辛历程。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省公证工作将走向一个划时代发展

的新纪元。从公证机构的建设发展看，随着公证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公证机

构行政体制的组织形式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继而由完全中介化的组织形式和运

行机制所取代。公证机构的设置将不再根据行政区划而定，而是根据市场的需求

而配置。从公证队伍的建设发展看，随着公证机构的市场化，公证人员的配置将

逐步由市场配置的形式取代现行的编制配置。公证人员将处在一个不断组合再

组合的动态过程中。从公证的职能任务看，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实施，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到来，

公证这一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司法制度，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公证工作所承

担的社会责任将会比任何时候都繁重，面临机遇和挑战所带来的压力也将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大。肩负着神圣而重大的历史使命，如何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

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同志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

展望未来，探索未来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我省二十年来公证工作的发展

历史，发展状况，发展成就，发展规律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一次

认真系统的回顾、总结。这是因为我们的今天延续着公证事业的昨天，我们的未

来也将植根于公证事业的历史之中。因此，认真对待过去，才有可能很好把握未

来。这就是我们编写《山西公证志》的意义和使命。

这部《山西公证志》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繁杂，全书分十个部分，从不同的角

度和侧面，客观、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我省公证事业所走过的漫长历程，在各个不

同的历史阶段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公证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

就，广大公证人员献身于公证事业的创业风采，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公证工作的

管理模式等。可以说，《山西公证志》所提供的珍贵历史资料，是全面记载我省公

证工作二十年发展的历史丰碑，它将对今后我省公证工作的全面建设与发展产生

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句古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o我衷心希望，全省广大公证工作人员要

以史为鉴，在不断总结探索的过程中，“努力学习，廉洁勤政；改变作风，真抓实干；

理顺关系，增进团结；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自重自强，振奋精神；爱我司法，树我形

象”，在新形势下，为我省公证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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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这部具有填补历史空白和划世纪意义的《山西公证志》，在我省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的关怀重视下，在各公证处的广泛参与下，在编撰人员的艰辛努力下，经过整

整两年的时间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在我省公证事业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可

喜可贺的大事。

编撰《山西公证志》是一项全面记载着我省公证工作二十年发展历史的浩大

工程。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遇到了时间跨度长，组织难度大，内容纷繁复杂，涉及

面广，资料缺乏，标准要求高，操作人员少等大量的困难和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

难，我们尽量从技术操作上解决问题。一是草拟了《山西公证志》编写方案，讲清

意义，明确任务，提出要求，并以司法厅名义下发各地、市。二是要求各级司法行

政机关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对各公证处进行认真的动员部署，做到提高

认识，统一思想，多层次介入，全方位参与。三是在方法步骤上，采取了分阶段实

施，将任务分解，先收集资料，后集中编写的办法。四是在编写体例上，一改以往

史书按照历史编年罗列史实的方式，根据我省公证工作的实际，用篇、章的结构形

式，将内容依次分割在“历史沿革、机构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公证实践、体制

改革、规范化管理、公证员协会、基础设施建设、公证大事记”等十大历史横断面

上，以求尽量囊括实践的方方面面。五是在编写内容上，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客观

的原则，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去粗取精、除伪存真的取舍。六是在表现手法上，

既采取了记事本末体方式，也采取了专论或概述形式；既有对原始资料的收集修

整，又有对现实状况的记载评析；既有反映工作实践的侧重部分，又有对重大事件

的简要点击；既将结构的组合形式放在历史横断面上，又兼顾到了历史发展的纵

向性。总之，通过上述措施，力图将我省公证工作二十年发展的时空变化有机地

交织在一起，将公证工作的不同特点进行合理划分，将纷繁复杂的史实资料进行

有序组合，将公证志的编写意图贯穿于全书的每个篇章。从而使读者能够从不同

层面、不同角度，全面了解和研究我省公证工作的发展历史、发展过程、发展成就、

发展规律，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当我们怀着成功的喜悦，将《山西公证志》奉献给大家的时候，相信一定会从
·1‘



它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完整的体系、严谨的评析中汲取营养，受到裨益。同

时，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资料匮乏，经验不足，水平所限等原因，在

编写过程中疏漏难免，差错难避。对此，敬请批评指正，以期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公证制度共同努力。

最后，谨向所有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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