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刑侦机构

清末，对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

各级警察机关和司法部门负责。1910

年，通省警务公所在司法科内设置“侦

缉股”，担负“省垣警区之一切侦探事

宜及考核各厅州县之侦探事宜。”

民国初期，各级警察机关仍由司

法科、股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四川巡

警总厅在司法科下设置刑事课，课内

分设侦缉股和违警股，由侦缉股职掌

全省刑事案件的侦察事项。1936 年，

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省会、市、县《警

察局组织暂行规程》，规定各县警察局

设置“侦缉队”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事

项。(据1945 年统计，全省141 个县警

察局、警佐室中，设有侦缉队的75 个，

占53．2 % )。1941 年，省会警察局设置

侦缉大队，1946 年改为刑警大队。重

庆市警察局于1946 年将侦缉大队扩

建为刑事警察处，内设情报、侦查、审

讯、内勤4 股，外设市中、新市、西郊、

江南、江北、西江6 个区队。

1950 年，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相继建立了刑侦机构。重庆市公安局

建立了刑警总队，成都市公安局建立

了刑警大队，西康省和川东、川南、川

西、川北行署公安厅和各专、州、县

(市)公安处、局，均由治安处、科、股负

责刑事侦查工作。1955 年，四川省公

安厅建立刑事案件侦查科；1959 年，

增设刑侦技术科；1984 年11 月，成立

刑事侦查处，各地、市、州和县(市)公

安机关相继建立了刑侦科、队。



第二节 刑事案件

民国时期，全省没有刑事案件统

计及刑侦工作情况记载。

1950 年至1952 年，刑事案件与治

安案件混合计算。1953 年，四川省公

安厅建立了刑事案件统计制度，规定

对凶杀、纵火、投毒、抢劫、强奸、强夺、

盗窃、诈骗、破坏公共财产、投机倒把、

走私、制贩毒品、贩运军火、伪造图章、

贩卖金、银、假钞等15 类案件，填表上

报。当年立案17844 起，占总人口的万

分之二点七。1955 年，公安部规定了

统一的立案标准，刑事案件共18 类

(比四川省的15 类增加了杀害牲畜、

伪造货币证券、赌博3 类)。当年四川

省立案19261 起，比1953 年略有增加。

1954～1956 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取

得了伟大的胜利，加之各级公安机关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侦察破案，集中打

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刑事案件普遍

下降。1956 年仅立案10684 起，占全省

总人口的万分之一点五，这是四川解

放以来刑事案件最少的一年。一些地

方出现了路不拾遗的情况，为各界人

士所称赞。

60 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

因，盗窃粮食和宰杀耕畜的案件大幅

度上升。1961 年立案25623 起，占总人

口的万分之三点九七。其中盗窃粮食

(13883 起)、宰杀耕牛(5022 起)就有

18905 起，占73．8 % 。1963～1965 年随

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人民生活逐

年改善，刑事案件也逐步减少。1965

年仅立案15761 起，占总人口的万分

之二。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

会治安情况非常混乱，打、砸、抢成风，

盗窃、强奸等刑事犯罪活动急剧增加。

1976 年全省立案49690 起，占总人口

的万分之五点一，比1965 年上升2．15

倍。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治安经过

不断整顿有所好转。但是由于长达十

年动乱对各方面造成的严重影响，刑

事案件继续上升。国家实行改革、开放

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诱发犯罪因素；

再加上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够有

力，以至80 年代初期，社会治安处于

不正常状况，刑事犯罪案件大幅度上

升。根据公安部通知，刑事案件，由18

类增加为23 类。即杀人、伤害、抢劫、

投毒、放火、爆炸、强奸、流氓、盗窃、诈

骗、抢夺、敲诈勒索、伪造、贩卖国家货

币、伪造有价证券、伪造文书证件印

章、投机倒把、走私、拐卖人口、制造贩

买毒品、制造贩卖枪支弹药、制造贩卖

假药假酒假烟、破坏生产等。1981 年，



全省刑事案件立案总数为88471 起，

占当年总人口的万分之九；1982 年全

省立案总数为79218 起，仍占到总人

口数的万分之八。根据中共中央的统

一部署，四川于1983 年至1986 年开展

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简

称“严打”斗争)。经过三年多紧张、激

烈的斗争，全省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156012 起，其 中重、特 大案 件17554

起，挖出犯罪 团伙12600 多个，成员

53800 余 人，缴 获 赃 款 及 赃 物 折 款

41205800 元，惩处了大批刑事犯罪分

子，初步改变了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状

况。1987 年 全 省 刑 事 案 件 下 降到

65000 件左右。1988 年刑事案件又开

始回升，特别是重特大案件增长的势

头很猛，据统计，全省刑事案件立案总

数为113411 起，占总人口数的万分之

十 点 七；1989 年 立 案 总 数 猛 增 到

243540 起，占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二十

二点六五；1990 年立案总数为253603

起，比上年又增加4．13 % ，占到总人口

数的万分之二十三点四五。1980～

1990 年，全省刑事案件有如下特点：

盗窃枪支、持枪杀人、爆炸杀人、

驾车行凶、抢劫绑架人质等严重暴力

犯罪上升。全省发生此类案件8000 余

起。有的犯罪分子一次就盗枪10 多

支、子弹千余发、炸药千余斤、雷管万

余发。他们盗得枪支弹药后，进行杀人

报复，抢劫银行，拦劫汽车，甚至携带

爆炸物品颠覆列车、爆炸工厂、仓库和

公共汽车等，危害十分严重。1984 年1

月31 日，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公安处

(驻成都)主任干事王林生利用职务之

便，勾结刘勇、罗正芳、许志均等5 人

盗窃枪支15 支、子弹1514 发，图谋劫

机叛逃，王犯林生被同案犯杀死灭口。

1989 年10 月27 日，自贡沿滩区卫坪

乡建筑公司五队队长余厚成之子余平

(11 岁)放学回家时，被两名罪犯挟持

到山洞中，罪犯以“青龙老大”署名给

余厚成写恐吓信，叫嚷放4 万元到指

定地点，“否则儿子和财产不会再存

在”，并威胁不准向公安机关报案。经

侦察破察，抓获罪犯胡勇等二名，都是

自贡阀门厂工人。

盗窃、诈骗案件大幅度上升。1979

年全省发生盗窃案41574 起(其中大

案467 起)，诈骗案1149 起(其中大案

22 起 )；1990 年 全 省 发 生 盗 窃 案

213692 起(其中大案18990 起)，诈骗

案7904 件(其中大案2395 起)，与1979

年 比较，盗窃案上升4．08 倍(其中大

案上升42．15 倍)，诈骗案上升4．88 倍

(其中大案上升81．59 倍)。

毒品案件增多。1984 年全省立案

24 起，1985 年立案41 起，1986 年立案

53 起，1987 年立案112 起，1988 年立

案131 起，1989 年立案176 起，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1989 年仅成都市就查获

贩运贩卖毒品案件11 起，缴获海洛英

178 公斤，鸦片16 公斤。这些海洛英和

鸦片绝大多数来源于中缅边境的“金



三角”地区，经成都转运至广州、深圳

和港、澳，也有的转运至西藏及西北地

区贩卖。

挖坟盗墓情况严重。全省发生盗

墓案件25000 多起。被盗掘坟墓达6 万

多座。致使部分地方古墓“十棺九空”，

地下文物遭受严重破坏。

团伙犯罪突出。1982 年全省查获

犯罪团伙1489 个，1989 年增加到7581

个，1990 年达到9679 个。有的犯罪团

伙在境外犯罪的影响和渗透下，正在

向黑社会性质团伙演变，对社会治安

的危害很大。

1953～1990 年四川省刑事案件立案、破案情况表

表1—2



第三节 侦查破案

四川解放初期，公安机关针对一

批刑事惯犯与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

进行抢劫、杀人、纵火、投毒、大肆盗窃

公私财产等情况，大力开展侦察破案，

结合镇反运动大力搜捕惯盗、惯窃等

刑事犯罪分子。仅重庆市公安局1950

～1952 年，破获各类重大刑事案件

5951 起，打击刑事犯罪分子32504 名。



其中有兵痞伍自强在七星岗抢劫钟表

行、继后又在通远门城门洞向人群投

掷手榴弹，逃窜拒捕行凶案；有惯匪邬

元清等9 名罪犯在白沙沱抢劫黄金、

银元案。成都市公安局破获的一大批

刑事案件中，有暴乱匪首马国林杀害

杨友三的灭口毁证案；苏全功盗窃拒

审，杀害人民警察赵积明案。

1955 年2 月，第一次全国刑侦工

作会议后，四川省公安厅制定了打击

和防范刑事犯罪的规划，组织大批警

力，加强侦查破案，破案率不断提高。3

月19 日深夜，犯罪分子将成都市防疫

站刘登蓉(女)骗至城郊结合部的观音

阁，将刘击昏，反捆双手，投入井中杀

害。经公安机关深入侦察判明，凶犯是

刘的丈夫肖庆叙(四川省人民医院外

科主治医生)，唯恐刘检举其历史罪

恶，而蓄谋将刘杀害。这起案件的侦察

过程曲折复杂，经省人民艺术剧院与

成都市公安局共同编写成话剧《第一

计》，先后由省内外多家剧团演出，深

受观众好评。1956 年10月26 日凌晨，

彰明县东兴乡党总支副书记唐荣昌被

犯罪分子勒死，用棕叶绳捆绑双手，拴

一块重29 斤的石头，沉尸于涪林埝

中。经省、地、县公安机关组织联合侦

破组，反复侦察，将报复杀人的犯罪分

子叶开兴、叶开华、叶开春、叶开盛全

部捕获归案。

60 年代初，国民经济失调，人民

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刑事案件特别是

盗窃、抢劫国家粮食仓库和生产队保

管室的案件大量增加。公安机关为了

维护治安，保卫救灾渡荒，坚持严格区

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群众性的拿摸、哄抢国家和集体的

粮食、财物等事件，不立为刑事案件，

按人民内部问题，依靠党委和政府组

织群众生产自救来解决，以便集中力

量侦破杀人、放火等重大刑事案件，依

法惩治罪犯。1960 年、1961 年，刑事案

件破案率达80 % ，其中重大案件达到

90 % 。

“文化大革命”中，刑事侦察工作

基本瘫痪，破案率很低。不少盗窃枪

支、抢劫银行、凶杀、强奸等重大刑事

案件无人侦破。公安机关恢复工作后，

刑事侦察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在侦

破的特大案件中，有“文化大革命”时

期发生的震惊蓉城的“李向阳部队”犯

罪集团。罪犯仅在1967 年9个月中就

持枪抢劫76 次，抢走汽车5辆、自行车

17 部及大批公私财物，杀伤群众17

人。破案后依法逮捕首犯、骨干分子22

名。有1969 年11月9 日深夜发生的合

川县龙寺银行被武装抢劫现金119700

元的大案，由于当时派性干扰无法侦

破，直到1975 年才由省、地、县公安机

关协力破获，逮捕刘亨碧、何云斌等9

名罪犯，追缴赃款6 万余元、赃物折款

2 万余元，缴获手枪10 支、冲锋枪1

支、子弹1200 余发、手榴弹5 枚，以及

雷管、导火线、匕首等凶器30 多件。在



1972 年1 月11 日夜，重庆市北碚区澄

江粮站被盗粮票14 万余斤案，经组织

20 余名干警，历时8 个多月破获全案，

逮捕了被判20 年徒刑、越狱逃跑的刑

事惯犯邵汝华。1977 年3月，中共甘孜

州委常委杨慧敏被人杀害案，经33 名

干警奋战18 个昼夜，捕获了凶手高战

祥(区委秘书)和高群秀。

80 年代，根据刑事犯罪活动严重

的情况，省、地、县公安机关健全刑侦

机构，充实刑警队伍，加快刑侦业务和

刑事科学技术建设，加强了侦察破案

工作。特别是对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

案件，做到了快速反应，及时破案。

1980～1990 年，刑事案件破案率一直

保持在70 % 左右，其中重大案件达

90 % 左右。1982 年8 月22 日，邛崃县

西河公社8 大队3 生产队水库内发现3

具女尸，每位死者双手被绳索反绑，并

用绳子将3 女连串地拴在一起。经群

众辨认，死者系本大队女青年杨桂华

(18 岁)、候琼芳(18 岁)、李正惠(17

岁)。经检验：杨桂华、侯琼芳2 人阴部

充血，处女膜破裂，杨的阴道内有精

斑。公安机关组织专门队伍进行侦察，

将持械强奸、抢劫、杀害3 位女青年的

凶手侯加礼捕获。

四川省公安机关对重大刑事案

件，一直由各级领导挂帅，坚持专案专

办的原则。1952 年重庆市马桑溪少女

范显萍被杀，坏人乘机造谣诬陷派出

所民警作案，引起千余名工人罢工，并

捣毁派出所办公用房。市公安局副局

长段大明、程诚坐镇指挥，组织百余名

干警分头侦察、取证。很快查清杀人凶

手李志杰(范的舅父)长期霸奸范显

萍，因范与别人恋爱，被李杀死在屋

内，再移尸郊外，然后造谣惑众，煽动

闹事。1978 年7月28 日，成都市三名

罪犯偷盗汽车，将汽车停在青羊宫银

行营业所门口。然后冒充人民警察将

西安路机械厂到银行取款的出纳员官

群芳挟持上汽车，拉到郊外劫去3200

元，将官杀死后，连车带人抛在新津郊

外。该案由省、市公安机关领导挂帅，

组织30 多名干警进行侦察，经过600

多天的深挖细查，跟踪追迹，终于将抢

劫杀人犯黄德新、林洪发、马贵章缉捕

归案。1979 年5月7 日，成都16 路1031

号公共汽车行至成都剧场附近突然爆

炸，当场炸死车上乘客10 名，炸伤20

余名。发案后，省公安局领导和市公安

局长立即率干警赶赴现场，发动驾驶

员、售票员和乘客回忆当时的情况，提

供线索，并从现场遗留的一只皮鞋和

鞋垫，判断罪犯可能来自云南。专案人

员经过两个多月深查细访，终于查明

罪犯叫季重贤，云南省漾濞县人，因嫌

在滇西纺织厂工作苦、待遇低，发展到

仇恨社会，炸车自毁。

各级公安机关针对一个时期刑事

案件急剧上升，或未破案件过多的情

况，组织破案战役，集中侦破危害严

重，影响面宽，或久侦未破的大案、要



案。1982 年重庆市根据上半年发案上

升、积案较多、破案率低的严峻形势，

在6 月和12 月开展了两次破案战役，

共破获重、特大案件156 起，一般刑事

案件2714 起，比平时每月破案数提高

一倍。1985 年，内江市在第四季度开

展的侦破战役中，破获刑事案件1836

起，其中大案16 起，破案率从第三季

度的75．43 % ，提高到88．41 % ；破案战

役中抓获刑事犯罪分子1238 名，缴获

赃款赃物价值30 余万元，为群众欢度

春节提供了安全条件。1989 年全省两

次侦破战役中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237

起，其中重大案件453 起，缴获步枪6

支、子弹64 发、手榴弹16 枚、雷管1340

发、各种凶器11900 余件，赃款和赃物

折款合计381 万元。

早在50 年代，四川公安机关即与

附近省区建立了治安联防会议制度，

以加强区域协作，打击流窜犯罪。在省

内市、地、州、县之间也建立了经常的

联防制度。1980 年，在公安部的倡导

下组织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

南、湖北、四川7 省、市参加的长江沿

线打击流窜犯罪协作制度；接着又建

立了云南、贵州、四川，以后扩大到广

西、湖南、西藏等省、区的整个西南地

区协作片。还有昆明、贵阳、重庆、成都

4 个大城市的信息交流和协查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每年与外省联系

协查案件1000 多起，最多时，一年内

与外省协作侦察破案达8064 起。1981

年冬，铁路沿线的自贡、内江、达县、绵

阳等地党政机关、财贸单位，接连发生

办公楼被盗案近20 起，罪犯撬开办公

室门锁61 把，桌柜锁239 把，从现场勘

查和物证检验情况分析，可能是同一

个罪犯作案。省厅召集有关地区刑警

队领导干部开会，决定由自贡市局牵

头，有关地区和成都铁路公安机关共

同参加侦察。终于将流窜到北京的刑

事惯犯郭世荣擒获。泸州市在南京、江

西公安机关的积极协助下，于1985 年

4 月将重大诈骗犯赵志超、冯光辉及

其同伙30 余人一网打尽。他们伪造

“四川省内江植物试验推广站”等10

多个科研单位的公章、工作证、合同

书、发票、介绍信和银行帐号，冒充主

任、科长、工程技术人员，流窜到12 个

省的20 多个县，作案25 起，骗取现金

10 余万元。1989 年7月，重庆市根据

云南曲靖公安局提供的情报，捕获以

杨吉期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审讯、调

查，破获了重大盗窃、抢劫、轮奸、杀人

案100 余起，缴获赃款赃物共值5 万余

元。1990 年1月，拉萨色拉寺国家一级

文物“郎克宁布”佛像被盗，省公安厅

和成都市公安局组织了专门力量控制

机场、车站，检查西藏来蓉人员，对可

疑对象进行严密的控制调查，将罪犯

和珍贵文物一起挡获归案。

公安机关还根据一个时期某种刑

事犯罪活动特别严重的情况，集中警

力、集中时间开展专项侦破、治理。



打击车匪路霸 从1981 年开始，一

些公路、铁路部分线段经常发生盗窃、

抢劫旅客等犯罪活动，被群众斥为“车

匪路霸”。省公安厅组织沿线公安机关

与交通公安部门进行了集中打击。

1981 年9 月5 日，资阳、内江、永川等

地公安局统一行动，侦捕了“51”次客

车上强迫乘客购买“座签号”的勒索行

凶团伙35 人，群众交口赞扬。1990 年，

在成、渝线侦捕车匪路霸440 人，破获

盗窃、抢劫案件630 余起，维护了行车

安全。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70 年代以来，

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在一些地

区日趋严重。1974 年省公安厅成立了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不断地

开展打击人贩子犯罪活动的专项斗

争。据统计，1983～1989 年，全省依法

逮捕人贩子17426 人。在打击人贩子

的同时，做了大量的解救工作，每年解

救4000 余人。1990 年，全省解救了被

拐卖妇女、儿童5116 人，使他们回到

家中与亲人团聚。

第四节 刑事技术

1950 年1 月，重庆市公安局治安

处刑事警察总队组建了刑事技术鉴识

股，开展了法医、化验、指纹、痕迹、验

枪、照相等刑事专业技术工作。同时，

接收旧警校的1 名警犬训练员和2 头

警犬，着手警犬饲养训练工作。1952

年，成都市公安局治安处刑警大队成

立鉴识股，逐步开展了法医、指纹、照

相等刑事技术。

1952 年底四川省公安厅开始筹

建刑事技术工作。1955 年2月第一次

全国刑事侦察工作会议制订了《全国

刑事科学技术建设计划》后，省厅在治

安处刑侦科内增加了8 名技术干部，

组成技术组，负责指导全省刑事技术

建设。1956 年，首先在万县、泸州、自

贡、宜宾、南充、内江等6 个中等城市

公安机关配备了刑事技术干部和现场

勘查包(箱)。同时，依靠重庆、成都市

的技术力量，为全省轮训了各种刑事

技术干部300 多名，使市、地、州和多

数县公安机关逐步开展了刑事技术工

作。1957 年委托成都市公安局和四川

医学院，为全省市、地、州公安机关培

训了法医22 名，形成了法医鉴定队

伍。在成都、南充、绵阳、达县、涪陵、内

江、阿坝、甘孜等10 个重点市、地、州

公安局开展了警犬饲养、训练。1957

年，省厅治安处正式组建科一级的技

术室。遂宁、雅安、万县3 个地区公安

处组建了技术组。全省多数县可以进

行现场勘查工作。1956～1957 年6 月，



省厅和重庆、成都、自贡、遂宁、雅安、

万县等公安刑事技术部门，共勘查重

大案件现场1321 起；接受送检案件

1728 起，鉴定了1638 起，占94．8 % ，其

中认定罪犯716 起。1959 年全省共接

收各类送检案件3986 件，鉴定3955

件，占99．2 % 。

60 年代，全省刑事技术部门，重

点加强了毒物化验、尸检和文检工作。

1963 年9月，公安部颁布了《刑事科学

技术工作细则》(草案)后，省厅和成都

市成立了技术科，各地也充实加强了

技术干部力量。重庆、成都建立了单指

指纹和现场指纹档案。重庆市在实际

工作中还摸索总结出了《单指指纹分

析法》，为武汉、沈阳、成都等全国大城

市所采用，形成了我国指纹管理中的

一大流派。文字检验工作重点转向了

反动标语、传单、匿名信件的查对，每

年全省要办理数百起，为90 % 以上的

案件提供了破案证据。据1964 年统

计，成都、南充、江津、内江、万县5 市、

地就勘查各类案件现场1785 起，提取

痕迹物证979 件，占勘查数的54．8 % ；

利用623 件，占提取数的63．6 % 。采取

利用率分别比1963 年提高了10．2 %

和6 %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刑事技术工作、特别是警犬工作，被全

盘否定，刑事技术机构撤销，警犬被

杀、被卖，整个技术工作遭到严重破

坏。

70 年代后期公安刑事技术工作

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省厅和重庆、成

都、自贡、渡口、凉山等市、州相继恢复

了技术科或成立了技术室，其余地区

配备了2～4 名技术人员，多数县也调

配了2～3 人从事技术工作。1979 年，

成都、重庆、渡口等市恢复了警犬训

练。公安部交给四川主办或协办的10

项科技研究任务取得了进展。

80 年代，刑事技术进入了全面发

展的新阶段，尤其是1983 年连续三年

“严打”斗争开展以后，进一步加强了

现场勘查、物证鉴定和刑事技术的建

设。在侦察破案，预防犯罪，打击罪犯，

以及同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中，都发

挥了较好的作用。1984 年，全省有刑

事技术点146 个，到1990 年底，全省组

建刑事技术点225 个，其中二级技术

中心(省厅)1 个，一级技术点(成都、

重庆)2 个，二级技术点(市、地、州)17

个，三级技术点(县级)205 个。刑事技

术在侦破案件，打击罪犯、预防犯罪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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