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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D_A6_E8_80_83_E8_c24_19864.htm 第二章 中国警察法律

制度的历史沿革 论述题 1、论清末警察法律制度的特点。 答

案要点：清朝末年警察机构已初具规模，形成从中央到地方

的警察体系，统治者大量的进行警察立法，形成初步完备的

警察法律体系，这是清政府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法律依据，也

是加强警察统治的重要工具，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镇压革命运

动和人民反抗，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但从另一角度讲

，清末警察立法，虽其时间较短，但其法规数量之丰富、种

类之广泛却十分可观。从法规的制定机关和效力等级来区分

，有中央制定的、通行全国的法规，也有由地方制定的在本

区域内有效的法规；从法规的名称上看，有律、条例、章程

、规则、办法、细则、简则、告示等等。这一时期的警察立

法及法规中的许多内容成为以后统治者尤其国民党统治时期

制定警察法的蓝本。 2.新时期的警察法律制度有什么特点和

发展趋势？ 答案要点：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

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

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为警察法制

建设指明了方向，使警察法制建设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

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研究公安工作中心转移

问题，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20世

纪80年代初期，为了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的状况，各地公安机关针对治安状



况和犯罪活动的特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

了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因地制宜地开展专项斗争，为改革开

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1983年开始，各级公安机关对建

国以来的涉及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

了全面清理。公安机关的法制机构也得到了建设和加强。据

统计，1979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1部公安

法律，国务院发布了42件公安行政法规，公安部制定发布或

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700

多件。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基本上使得公安主

要工作有法可依，而且为公安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 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任务、活动依据、义

务和纪律，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同

时，还对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在此背

景下，1996年2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和同年下

发的《“九五”公安工作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警

”的方针。 《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有关公安工作

和公安队伍建设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快，公安法规体系不断

健全完善。 目前，一个以《人民警察法》为核心，由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以公安

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行政管理法规、组织人事法规、

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规为主要门类的

公安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