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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治安管理学总论》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在观念上、体系上有所创新，内容上着眼于“概论”，
帮助学生建立起关于治安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使其初步了解治安管理学的基本范畴和一般的原理、原
则，以及主要的理论规范和一般研究方法；提出以治安管理关系作为治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以此
为贯穿该学科的一条主线和构建思路；从我国现行治安管理的实际出发，强调理论与治安管理实践相
结合，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它仍在不断创新发展，有新的理论观点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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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综合治理思想形成的基础。
综合治理的思想是对我国公安工作走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发展。
我们党在建国初期，一方面抓紧经济建设，一方面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政权的力量，坚
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向敌对阶级、刑事犯罪分子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创造和积累了一些经
验。
我们党不断在斗争中总结经验，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为方针、政策，在维护社会治安中加以推
广和运用。
如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无产阶级改造人、改造社会的理论，惩
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方针，党委领导下的政法专门机关与广大群
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等。
我国公安机关长期坚持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的工作原则和专门机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工作
方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安工作优良传统。
其中包含着依靠社会力量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精神。
早在1951年5月，党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工作路线中，就强调要党委领导，全党动手，动员全社会
的各个方面，肃清了百万计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一举扫除了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荡涤了污泥浊水
，达到了天下大治，在全国范围进入了社会治安的良好时期。
以后，党中央提出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专政的方针，依靠社会力量改造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成为新
人。
这些各方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成功实践，为我国综合地依靠社会力量解决治安问题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国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始终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
，工作的重点始终放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上，在同违法犯罪的斗争中，始终坚持专门工作与群
众工作相结合、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在我国治理社会治安实践中这些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
思想基础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综合治理方针形成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犯罪的主体、预防犯罪的措施、犯罪形成的主客观原因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如青少年违法犯罪突出等。
这些新形势下违法犯罪的新情况以及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念、新的方针去认识和处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被提出来的。
它既是政法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继承，又是对这一原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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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8年教育部有关本科专业设置中，对公安学科各专业进行整合后，引起了人们对我国的公安教育、
公安学科建设以及公安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和重新思考。
特别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公安教育的发展思路和走向如何确立，如何构建系统化的有着特殊领域的理
论、方法和知识的公安学科体系，公安理论研究如何适应警务实践和社会治安发展的客观需求，如何
与国际警察制度、治安管理制度相接轨，怎样结合我国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等实际开展公安基
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公安学科各专业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知识结构以及课程设置如何
定位和构建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地思考，积极地探索，共同为促进和繁荣公安学科建设和学
术研究做出贡献。
治安管理学是公安学科中治安专业的一门基础性、综合性的理论和应用学科，它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和特有的研究对象。
目前，治安学理论研究方兴未艾．一批理论研究成果和专业教材相继问世，呈现出勃勃生机的良好发
展势头。
本着为促进治安学的创新与发展做点事情的积极态度，我们在教学实践和不断学习、借鉴、总结的基
础上，编写了这本《治安管理学总论》。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在观念上、体系上有所创新，内容上着眼于“概论”，帮助学生建立起关于
治安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使其初步了解治安管理学的基本范畴和一般的原理、原则，以及主要的理论
规范和一般研究方法；提出以治安管理关系作为治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以此为贯穿该学科的一条
主线和构建思路；从我国现行治安管理的实际出发，强调理论与治安管理实践相结合，以及在不同发
展阶段上，它仍在不断创新发展，有新的理论观点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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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治安管理学总论》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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