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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梭曾言：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而社会秩序的稳定离不开政
府公共安全服务的提供。
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概念。
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
因此，以社会治安为特点的公共安全服务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话题。
目前，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已进入转型时期。
这种社会转型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转轨使得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调
整、社会观念转变，这种社会转型势必影响我国农村公共安全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治安管理及其方式的
整体性变迁。
　　从我国现状来看，农村公共安全总体态势良好，农民生产和生活基本秩序得到有效保障，但一些
影响农村公共安全的因素依然存在。
特别是农业税免除后，农村公共安全服务体系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赵树凯通过对我国10个省（区）20个乡镇的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乡镇治安状况良好，基本特征是农
村的恶性案件、刑事案件减少，财产方面的盗窃案件增加。
总体来看，农村社会治安压力越来越大，基本形势比前几年严峻。
有些深层次的威胁因素不仅没有消解，甚至还在生成和积累。
第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基础大量存在，难以保证不被一些偶然因素触发。
虽然这几年的农村政策转变改善了农民的境遇和心绪，政府威信提高，但是农民对于基层干部的信任
并没有增加。
第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依然呈现增长势头，对于党政机关的渗透更加复杂，治安管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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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要求公安派出所贯彻“服务为先”的思想，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
警勤服务。
从对历史发展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安派出所就是县、市、区公安局（
分局）的派出机构，其职能定位是公安机关设在一定区域代表县、市、区公安局（分局）执行社会治
安管理职能的派出机关，其中心工作是户口管理。
这一职能定位是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的背景下形成的，符合当时案件少、人口
流动有序、治安问题不突出的历史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增多，刑事犯罪活动猖獗，“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开始
死灰复燃并有泛滥之势。
为了减轻刑事案件高发的压力，各地在没有人大授权的情况下自发地把派出所推到侦查破案的第一线
，加大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
派出所在职能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将原来的以户口管理为主的职能转变为以治安管理为中心、以户口
管理为基础，系统地赋予了派出所打击、防范、管理、建设、教育等方面的功能，但是仍把侦查破案
、打击刑事犯罪作为派出所的一项重要任务，客观上削弱了派出所的基础工作，使以治安管理为中心
的职能变成了事实上的以侦查破案为中心，强调了打击职能，忽略了防范、管理、建设等方面的职能
作用。
进入到90年代，公安派出所的职能主要表现为管理和防范职能，同时也强调了服务职能。
　　可见，我国治安管理服务体系在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方面实行的是一种城市与农村非均衡发展战
略，走的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
农村公共安全服务往往作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辅助和次要选择。
其实质仍是建国初期我国奉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公共安全服务方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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