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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治安管理学是公安高等院校非治安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4年新修订
的教学计划已将该门课程列入全校所有专业的通修课程。
该门课程的设立，使得公安高等院校的学生对公安机关最主要的公安业务之一——治安管理，有一个
系统、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对于他们今后无论从事何种公安工作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然而，治安管理学本科教材体系中，有关“概论”方面的教材建设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创办公安高等学历教育以来，公安本科院校非治安专业主要使用由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组织编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治安管理学概要》（王虹桥主编）。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部分公安院校开始使用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
、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安管理专业指定教材”《治安管理学》
（熊一新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此外，群众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由公安部教育局组织编写的具有“概论”性质的“人民警察高等教育
（专科）规划教材”《治安管理学教程》（沈志祥主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同样具有“
概论”性质的《治安管理学教程》（李庆祥等主编）。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类似的教材。
上述这些教材是治安管理专业教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我国治安管理实践经验、推动治安管
理学学科建设、培养公安通用人才和指导治安管理工作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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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治安管理学概论（修订本）》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教材体系有
所创新。
一是基本原理部分与具体业务工作部分比例合理。
以往的“概论”性质的教材，一般基本原理部分只有一章，使学生难以全面掌握或了解治安管理的基
本理论。
二是把以往治安管理教材中的“手段”部分和治安巡逻等内容进行整合与调整，分为“治安管理手段
”、“治安管理基本措施”和“治安勤务”三章，使这三个部分相互关联、相对独立、互相呼应、逻
辑性更强、结构更加合理。
三是把“公共场所治安管理”、“重点地区治安管理”、“大型活动治安管理”和“集会游行示威管
理”整合为“公共秩序管理”一章（第八章），使治安业务管理部分的结构更加清晰、合理。
　　第二，论述重视创新。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治安管理学概论（修订本）》在基本原理和业务管理部分均有创新。
例如，对治安管理范围的论述，把公共秩序管理按照地域、物品、行为等不同管理要素划分为“地域
管理”、“物品管理”和“行为管理”三个方面的管理。
　　第三，紧密结合当前治安管理改革，重点突出，应用性强。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治安管理学概论（修订本）》在编写过程中，注重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和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的精神。
不仅按照中央的决定和“二十公”精神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治安管理的基本原理，而且尽可能详尽地介
绍了治安管理的基本方法、措施和内容，尤其在公共秩序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治安
案件查处等业务工作中根据依法行政、治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原则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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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治安管理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行政行为　　治安管理不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内容之一，
而且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家行政管理内容很多，包括国防行政管理、外交行政管理、教育行政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和经济行
政管理等。
治安管理则是专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行政管理行为。
　　社会治安秩序，是指国家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统治所需要的，并由其有关法律所规范的一种社会
秩序。
这里讲的有关法律，对我国来说主要是公安法规。
社会秩序，是按照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所形成的一种规范的社会状态，其本质是社会关系，它只是规
范了社会关系的外部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内容，如政治秩序、生产秩序、经济秩序、工作秩序、教
学秩序、生活秩序、环境保护秩序、国家安全秩序、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秩序等。
在这诸多的秩序中，有的是由纪律、道德、制度和习惯等规范的，有的则是由民法、经济法、劳动法
、教育法、环保法和公安法规等规范的。
我国的公安法规所规范的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安全、公民的人身与财
产安全等方面的社会秩序，即社会治安秩序。
　　（三）治安管理是由国家公安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　　国家为了实施其行政行为，必须设置相应
的专门机关，只有通过这些机关，才能进行各种行政管理活动。
公安机关是国家设置的进行治安行政管理的专门机关。
它由立法产生，并通过立法赋予其治安管理的职责和权限。
　　在我国，各级公安机关是治安管理的专门机关。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公安机关是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它的主要任务是预防、惩治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
利进行。
这些任务由各级公安机关的各个部门，包括治安、刑侦、保卫等部门协同完成。
其中，治安行政管理是公安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公安机关内部职责分工，治安行政管理工作主
要由治安管理部门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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