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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治安学基础理论专论》内容简介：治安学是我国独有的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警察科学的研究
中，尚未见到类似的提法。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构建公安（警察）学科体系以及进行专业教育等现实的需要，我国于20世
纪80年代初提出了治安管理学（或治安行政管理学），并与侦查学构成了公安（警察）学科的两个主
要分支学科，其学科名称也一直被相关教材、论著等沿用。
但是，1998年我国教育部进行本科专业论证与调整时，将原治安管理专业更名为治安学专业。
这一专业名称的变化，一方面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必
将解决该学科在“治安管理学”层面研究上的诸多“瓶颈”；另一方面说明治安学要想迈入成熟的学
科行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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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治安管理开始步人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前17年，随着人民公安事业的迅速发展，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围绕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
民政权、保卫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加强户口管理、公共秩序管理、特种行业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
理及派出所建设和治安保卫委员会建设等方面工作，先后颁布了民警条例和一系列配套治安法规，促
进了治安管理法制化进程，使治安管理逐步规范化。
这一时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社会治安局面。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治安管理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
历史时期，随着整个公安工作的拨乱反正，治安管理工作也逐步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党委领导，依靠群众，预防为主，管理从严，及时打击，保障
安全”的方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参与实施党和政府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充分发挥了
公安机关的治安职能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不断改革和加强了城乡基层治安工作。
一是推行各种形式的治安保卫责任制，使我国的治安管理切实走向制度化。
二是确立派出所以管理、防范为主要任务，以情况明、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为目标，改革和调
整派出所的工作方式、运行机制，切实提高了管理、控制辖区治安的能力。
三是在大中城市实行治安巡警制；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和公安指挥中心；在全国实施社区警务和构建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战略，提高了公安机关治安控制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治安行政法律、法规也逐步完
善起来，由此使我国治安行政管理的基本方面做到了有法可依，大大提高了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的综合
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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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治安学基础理论专论》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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