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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教学改革是核心，。
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又是难点。
作为教学内容改革的组成部分，教材内容的整合与更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公安大学本科专业现行公安业务教材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初编写的。
这些教材在确立公安学科的地位，培养合格人才以及指导公安工作实践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得这些教材必须修订或重新编写。
其一，在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1999年11月第二次全国’公安教育工作会议就深化公安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出了新的部署
。
我们的教材建设必须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
其二，我校许多课程的教材涉及到法律问题，而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处于不断完善中，近10年来颁布和
修订的法律比较多，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必须与新的法律相一致。
其三，由于近些年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化迅猛，公安机关面临的斗争形势
非常严峻，而我们的理论却跟不上形势发展，有些理论严重滞后公安工作实际，无法指导公安工作实
践，必须予以修正。
鉴此，公安大学党委适时作出决定，编写这套“21世纪警官高等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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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古代治安的介绍，就力求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总体上作宏观把握，对历代治安思想、治安
法理与治安体制、治安方略、治安措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中国近代治安，则是在引进西方近代警察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百年近代史不同发展阶段的治安需
要而构建起来的。
在复杂的国内外斗争形势下，治安管理业务逐步展开，治安观念逐步明晰，治安法规逐步建立，治安
机构日见强化。
为此，本书相关部分就较多地注意介绍控治安制度、治安机构、治安立法及治安管理业务。
同时，必须指出，自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民主政权之时起，就揭开了人民治安的新篇章，本书对它
也作了初步介绍。
不过，我们的学力毕竟有限，研究也有待深入，在整个治安史上，许多课题还没有真正展开，希望在
今后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能逐步完善它，敬请专家们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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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改革行政体制。
成民之事商周以来，地方行政采取“分土封侯”制，形成了天子一诸侯一卿大夫一士的统治结构。
在这种分封制下，诸侯享有邦国内的行政、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全部权力，卿大夫也享有采邑
内的统治权，形成一种“独立王国”的格局。
管仲执政后，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国语·齐语》与《管子·大匡》都记载着：管仲将齐国国都临淄分为二十一个“乡”：即三个工乡
，三个商乡，十五个士乡。
城市居民按身份职业分片居住，手工业工人世世代代居于工乡，商人则世居商乡，士农则永居士乡。
十五个士乡又划分为三个片。
这三个片内，以户为单位，五户组成一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
每家出丁一人为甲士；一里有甲士五十人，配备战车一辆。
一连有甲士二百人，由连长率领，备四辆战车。
一乡有甲士二千人，四十辆战车，称为一旅。
五旅组成一军，临淄共组建三个军，分别称中军、上军、下军。
京都以外的广大国土称做“鄙”，划分为五大政区，称为“属”。
三十户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全国分为“五属”。
这样，由下而上形成的五级地方统治网络，覆盖了整个齐国，齐国四十五万户居民就各有统属了。
齐桓公发令说：“各保治尔所，毋或淫怠而不听治者。
”这是“领土国家”的意识在行政区划上的落实。
齐桓公又让乡大夫与属正定期汇报辖区内“不慈孝”、“不长悌”及“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予以
惩处。
这样推行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良性社会生活秩序；“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
“罢士无伍，罢女无家”，社会风气走上了轨道。
它是对社会基层治安的有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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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治安史》：21世纪警官高等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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