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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和官吏早已有之，但警察称谓及其相关制度则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从警察出现到其制度基本确 立，大约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然而长期以来，对中国近代警察及相关制度的研究却是一块亟待开拓的园地，据我们所知，建国以前
没有出版过近代警察史的专门著作，建国后对这门专史的研究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撰写一部中国近代警察史，以论述近代警察在中国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探究其性质、结构、
职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无论从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撰写一部《中国近代警察史（套装上下册）》的想法，当从1982年秋天说起，时任群众出版社副
总编的刘林春同志，数次邀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的同仁撰写有关中国历代警察
及其相关制度的系列文章。
对于他的邀约，起初我们持审慎态度，一是因为上面谈到的我国学术界对历代警察的研究起步晚，不
仅没有一部这样的专著，甚至连论文也很少见，加以我们对警察史也并不熟悉，需要从搜集、梳理资
料做起， 自然难度不小，更重要的是如何界定警察这个概念，虽说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但在我国古
代，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分工粗放，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职能虽已存在，但作
为个性化的警察角色，或者说作为一种特定社会职业的警察，尚未出现。
不管怎么说，鉴于出版社的盛情邀约，我们实难拒绝，最终还是答应下来，分工撰写，每篇四、五千
字或六、七千字不等，陆续交稿，群众出版社则冠以《中国警察史话》的通栏标题，以活页形式内部
印行，每期一篇，先后出了20多期。
这时我们才知道，冠以《中国警察史话》的这束文稿，是出版社应上级领导的要求，供公安系统厅局
级以上干部阅读的， 目的是使他们了解有关警察史的知识，完善知识结构，这自是一件善举。
据刘林春同志说， 《中国警察史话》的印行反映甚好，希望我们以这束文稿为基础，增补加工，公开
出版。
这当然是一项很好的建议。
　　经过一段时间的伏案工作， 《中国警察制度简论》—一书于1984年2月完稿，1985年10月由群众出
版社出版，全书31万多字。
《简论》和《史话》已有很大不同，前者对后者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在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上又下
了一番功夫，而且其中有几篇是新增加的。
它实际上是一部有关中国历代警察制度的论文集，而不是按照统一体例和严密体系写成的专著。
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在我们看到的评论文章中，有同志在对此书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
建议写出一部系统的警察史专门著作来。
面对这种企盼，我们深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大，因为这毕竟是——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我和常兆儒同志在同一单位、同——研究方向上共事二十多年，我们经过一番认真思量，认为有
必要把此项工作承担起来，好在收入《中国警察制度简论》的二—十八篇文章中的最后三篇关于近代
警察的文章是常兆儒同志执笔撰写的，对中国近代警察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状况应当说已有一定了解，
而中国古代“警察”又实在难以界定，于是我们就决定写—部中国近代警察史的书。
中国近代警察及其相关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的，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困难，
我们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作为法学专业图书馆藏有这方面的丰富资料，不过它
们分散在各类图书报刊之中，当时没有复印设备，仅靠手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有关法律法规的搜集整理对撰写中国近代警察史固然重要，但其制定和实施的状况乃至警察职能
的实际运作以及时人的评论，则远非有关法律法规所能企及，于是我们先后两次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
馆并去重庆档案馆查阅档案，同时还查阅了其他相关资料（如方志等等），收益颇多。
　　之后，我们在梳理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我国近代警察产生和发展的认识，撰成中国近代警
察史的编写体例和写作大纲，写作大纲共分三个部分，即清末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三个时期各自有其不同的特点。
这时苏亦工同志分配来法学研究所工作，我们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欣然接受，这样我们三人便作了
一个大致的分工，由于苏亦工同志是专攻清代法制史的，就由他担任第一部分的研究和撰写任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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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负责第二部分，常兆儒同志负责第三部分。
就在这时，常兆儒同志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经他本人提出，其所承担的部分改由其他同志分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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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警察史，论述近人警察在中国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探究其性质、结构、职
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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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警察史（套装上下册）》是一部中国近代警察史，论述近人警察在中国的产生、形成
和发展，探究其性质、结构、职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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