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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各省市公安机关考试录用人民警察(招警考试)的理想参考教材。
作为维护国家、社　　会、公民和公共安全的武装力量．人民警察的招考在各省市公职类考试聘用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
各省市公务员招考职位中有很多职位是属于人民警察的。
　　人民警察的考试作为公职类考试重要组成部分，考试在公共科目的考核内容方面基本一　　致；
但是警察职位有其特殊性，所以招考中必须组织一门专业考试，即《公安基础知识》科目考试。
　　目前各个省市的《公安基础知识》科目考核的内容较为一致，但是作为专业科目考试，具有　　
一定的难度．尤其对于非公安院校的毕业生和社会考生更是如此。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短时　　间内有效备考《公安基础知识》考试科目已经成为广大考生的燃眉之
急。
　　中公教育是公职类考试培训行业的领袖者，一直致力于为考生提供高质量的考前培训。
中　　公教育数位具有多年执教经验的权威老师李永新、张永生、邓湘树、宋震、李琳、刘彦等倾心
力　　作，将多年来对各类招警考试《公安基础知识》科目的深度把握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编撰成书，
为　　广大考生备战《公安基础知识》科目保驾护航。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一、专家编著。
权威准确　　本书是目前公职类考试培训界最富盛名的数位知名老师精心打造而成的．为正在积极备
　　战人民警察招录考试的考生倾心服务。
本书体例科学，内容完整，解析准确。
由权威专家领衔编　　写，使考生能够真正做到掌握规律，融会贯通，胸有成竹。
　　二、内文释义。
独家首发　　与市场上仅仅罗列大纲知识点或者“以题解题”的其他辅导书不同，本书针对考试的范
围　　和要求，对每个知识点都进行了专业详尽的释义，使考生全面准确的理解各个知识点。
内文的　　释义由权威专家结合实战经验精心编写，独家首发，助考生金榜题名。
　　三、重点突出。
事半功倍　　本书体例新颖，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思路明晰，可使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形成全面的知
识体　　系，避免因知识体系混乱而影响答题思路，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复习效果。
　　四、海量真题，画龙点睛　　本书共收录了大量试题．书中的同步练习题对于备考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此外，为了使　　考生真正的把握《公安基础知识》科目考试的形式和内容，我们特附录上两套完整
的真题。
我们　　相信：只有研究真题才能洞悉命题思路和命题特点。
才能真正地把握住考试。
　　限于时间的仓促和作者的水平，本书的不足与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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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各省市公安机关考试录用人民警察(招警考试)的理想参考教材。
是目前公职类考试培训界最富盛名的数位知名老师精心打造而成的。
本书针对考试的范围和要求，对每个知识点都进行了专业详尽的释义，使考生全面准确的理解各个知
识点。
内文的释义由权威专家结合实战经验精心编写，独家首发，助考生金榜题名。
 全书共收录了大量试题，书中的同步练习题对于备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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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新，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具有深厚的公职类考试核心理论专业背景，具有极其丰
富的公职类考试实战经验，对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公职类招考有博大精深的研究，主持研发自成体系
、独具特色、效果显著的公职类考试辅导课程和全系列教材。
讲授深刻、系统、精彩，极受考生欢迎。
　　张永生，中公教育资深专家、顶级辅导教师。
多年来潜心致力于公职类考试的教学研究。
参与编撰了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公职类录用考试专用教材，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培训针对性强、真题命
中率高的特点。
成为深受考生信赖的实力派讲师！
　　邓湘树，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曾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熟悉公职类考试录用工作，对中
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公职类招考有博大精深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公职考试辅导经验。
辅导课程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幽默生动，深受广大学员欢迎。
　　王学永，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理论基础扎实。
有着丰富的备考经验和技巧，受到各地学员的欢迎和认可，将理论与实战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最
新成果，能让学员在考试过程中得到显著提高。
　　宋震，副教授，兼职律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公职类辅导与公共管理课程授课专家。
多年从事公职类考试的辅导与研究，具有丰富的公职考试命题与辅导经验，课程讲授深入浅出，生动
幽默，深受学员欢迎。
主讲：面试、申论　　李琳，北京知名大学硕士，授课严谨、幽默，是中公教育研发团队核心成员，
参与编写中公教育全系列教材。
对公职类考试相关科目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独创性。
　　刘彦，中公教育资深讲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从教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
经验．辅导课程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深人浅出，出版著作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吴鸿民，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授课艺术，是中公教育研发团队核
心成员，参与编写中公教育全系列教材，对公职类考试相关科目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独创性。
　　于天笑，法学硕士，副教授。
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高校从事法学教学习作12年，教学经验丰富．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知识
讲解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
　　翟庆海，中公教育研究与辅导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从教多年，积累了丰
富的教学经验，辅导课程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深人浅出，出版著作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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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警察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警察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警察和警察机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国家的
消亡而消亡。
　　【释义】　　警察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警察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
永世存在的，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哪么自然就存在警察何时产生、如何产生的问题。
首先警察的产生和消亡与“国家”密切相关：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
亡。
　　在原始公社时期，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亲族为基础的氏族公社。
在经济上，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资料归全体氏族成员所有，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产品
，没有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没有盗窃财物的犯罪行为，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设置保护财物的警察。
在政治上。
氏族公社的酋长实行选举制或禅让制，领袖是在同自然斗争中享有威信的人们中形成的，因而也没有
必要设置保护统治关系的警察。
　　【释义】　　原始社会没有警察，警察的产生主要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1）在经济上
．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没
有盗窃财物的犯罪行为，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设置保护财物的警察。
（2）在政治上，氏族酋长的选举制或禅让制，领袖是在同自然斗争中享有威信的人们中形成的，因
而也没有必要设置保护统治关系的警察。
　　警察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制。
氏族社会逐渐瓦解，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
在阶级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和地方，就产生了国家这样一种维护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
有了国家，同时也就有了警察。
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组织，而警察则是这个组织中执行国家专政职能的工具。
当然，警察的产生还与社会的多种矛盾相联系，如统治阶级内部，当权者为了对付政敌也直接需要警
察力量。
所以，决定警察必要性的直接因素是由社会矛盾引起的犯罪、对抗冲突和社会秩序问题。
总之，警察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
”　　综上所述，警察的产生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是警察
产生的经济条件。
　　第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是警察产生的阶级条件。
　　第三，维护统治秩序与惩罚犯罪的客观需要，是警察产生的社会条件。
　　第四，国家机器的形成，是警察产生的政治条件。
　　【释义】　　警察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有了国家，同时也就有了警察。
国家的产生过程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有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氏族社会逐渐瓦解——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产生了国家以维护阶级统治
的政治形式。
警察是执行国家专政职能的工具。
　　警察的产生除了与国家的产生密切相关外，还与社会的多种矛盾相联系。
如统治阶级内部．当权者为了对付政敌也直接需要警察力量。
　　决定警察必要性的“直接因素”有三个：由社会矛盾引起的犯罪、对抗冲突和社会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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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
”这句话是正确的，它的核心含义就是“警察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有了国家，同时也就有了警察。
”注意：这句话是“恩格斯”说的。
　　警察的产生有四个条件：（1）经济条件，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个经济问题。
（2）阶级条件：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3）社会条件，维护统治秩序与惩罚
犯罪的客观需要；（4）政治条件，国家机器的形成。
　　（二）警察的发展　　由于警察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是不断发展的，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警察的发展也随之显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警察的发展一般分为萌芽期的警察、古代警察和近代警察。
　　【释义】　　警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是不断发展的，警察的发展之所以
出现阶段性，也是因为社会条件的发展的呈现阶段性。
分为三个阶段：（1）萌芽期的警察（2）古代警察；（3）近代警察。
　　1．萌芽期的警察。
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氏族武装从全民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逐渐向着职业的、听命
于首领或贵族的、不参加生产的独立武装力量转化，氏族武装力量被用于干预本族内部关系的功能逐
渐增强，这就意味着警察力量的萌生和逐渐强化。
在警察的萌芽时期。
同时伴生的有监禁行为、审判行为的萌芽。
　　【释义】　　警察萌芽期的时间是“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过渡”这段时间。
警察萌芽的表现是：“氏族武装从全民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逐渐向着职业的、不参加生产的独立武装
力量转化”，这种氏族武装力量逐渐“听命于首领或贵族”，“被用于干预本族内部关系的功能逐渐
增强”，意味着警察力量的萌生和逐渐强化。
　　在警察的萌芽时期，同时还伴生着两种行为的萌芽：（1）监禁行为；（2）审判行为。
　　2．古代警察。
古代警察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漫长时期。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警察职能是由军队、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的官吏分别掌管的。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执行警察职能的机构和官吏，称为古代警察。
古代警察有如下特点：一是军警不分，警政合一。
警察的职能尚未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是由军队、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分别掌管的。
二是古代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极不严格的，神权、皇帝或长官的意志起决定作用。
三是私刑、私狱普遍存在。
奴隶主对奴隶、庄园主对农奴、族长对同宗族的人有权使用私刑。
　　【释义】　　古代警察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漫长时期。
古代警察的职能还没有专门化，警察职能是由“军队、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的官吏”分别掌管的。
古代警察就是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执行警察职能的“机构”和“官吏”。
注意既包括“机构”又包括“官吏”。
　　古代警察有三大特点：（1）军警不分，警政合一。
警察的职能“尚未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是由“军队、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分别掌管的。
（2）古代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极不严格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神权、皇帝或长官的意
志”。
（3）私刑、私狱“普遍存在”。
奴隶主对奴隶、庄园主对农奴、族长对同宗族的人“有权使用私刑”。
　　3．近代警察。
近代警察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专门执行警察职能的机构和官吏。
近代警察发端于西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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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近代警察之所以在西欧国家最早产生，其原因在于：一是在这些国家，资本使社会形成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必然要强化警察
职能；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复杂化，城市需要专业警察的有效
管理；三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毒化了社会风气，社会犯罪空前增长，城市贫民的赤贫化扩大了铤而
走险者的队伍。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对付犯罪，需要建立专职的警察队伍；四是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和法制观念、平等
要求排斥古代的私刑制度。
要求人身强制统一地应由国家的警察力量依法施行。
基于上述原因，建立集中的、统一的、强大的国家警察行政力量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较早建立近代警察制度的国家是法国和英国。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根据制宪会议的决定，
建立了保安官制度，即实行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警察制度。
在每个县设置了保安官，负责辖区的治安秩序。
这时，警察不但与军队有了区别，而且与审判机关也有了区别。
1。
790年法国根据《人权宣言》建立了市政警察。
1801年拿破仑执政，建立了巴黎警察总局。
英国在中世纪就建有治安法官制度。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治安问题的严重化，1829年英国首相威宁顿公爵说：“一个
政权要依靠军队来维护国内秩序是很危险的，应组建一支不同于军队的、集中的、有力的警察队伍。
”同年通过了《警察法》，并由罗伯特·皮尔建立了首都伦敦警察厅。
此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警察行政，美国仿效英国，日本仿效法国建立了本国的近代警察制度。
世界各国警察，由于受英法两国警察制度的影响，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警政管理体制：地方自治制和中
央集权制。
地方自治制以英国为代表，警察受地方政府领导，中央政府只起监督作用；中央集权制以法国为代表
，警察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
　　【释义】　　“近代警察”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专门执行警
察职能”的机构和官吏。
近代警察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专门性”，其职能是独立的，警察职能“主要”（注意：不是全部集
中）集中于警察机关。
　　近代警察“发端于”“西欧”。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两方面的“必然结果”，即“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分
工日益细化”。
　　近代警察之所以“发端于”“西欧”，“在西欧国家最早产生”，建立了集中的、统一的、强大
的国家警察行政力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其原因有四个方面：其中前三个原因可以看作是消极的的原因．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故有的矛盾导
致的；第四个原因可以看作是积极原因，资产阶级先进的思想和观念要求克服古代警察，尤其是古代
私刑的弊端。
　　（1）阶级原因，在西欧的这些国家，资本使社会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
阶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必然要强化警察职能；　
　（2）经济原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复杂化”，城市需
要专业警察的有效管理；　　（3）社会原因，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毒化了社会风气，“社会犯罪空
前增长”，城市贫民的赤贫化扩大了铤而走险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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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教育·公安基础知识》达到公安机关招录考试难度的深度辅导教材；严格依据公安机关招
录考试大纲修订的深度辅导教材；真正有效提高公安机关招录考试成绩的深度辅导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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