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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一書，經過近兩年的努力，現在出版了。

喬石同志 1982—1998年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中央

辦公廳主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國務院副總

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社會治安綜合

治理委員會主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第十二屆中

央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三屆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本

書選入了喬石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期間，有關民主與法制的重要講

話、報告、談話、文章共 102篇，書中還收錄了一些相關的照片和

題詞等。

本書分上下兩集。上集（1985年 9月至 1992年 12月）主要談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如何做好政法工作，推進民主法制建設，依

法管理社會，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保障社會安定，促進改革開

放，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下集（1992年 12月至 1998年

2月）主要談修訂和貫徹實施憲法，在全社會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

威與尊嚴；加強經濟立法，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

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發展；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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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建設，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發展民主，加強監督，倡廉反

腐，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編入本書的文稿，絕大部分係第一次公開發表。在編輯過程

中，我們力求保持文稿的原貌和談話風格，只做個別文字訂正。對

於不常見的少數專有名詞或簡稱縮寫、部分人物和事件，在首次出

現處作簡要的註釋。對當時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同志不再加註。

本書中文稿的標題，除公開發表過的幾篇外，大都為編者所加。

感謝中央領導同志對本書編輯出版給予的關心、支持和幫助。

喬石和郁文同志對書稿作了審定。

田紀雲、賈春旺、陳冀平、束懷德、佘孟孝、劉政、周成奎、

陳新權、宋北杉同志為本書的編輯工作提供了寶貴的意見。中央和

國家機關有關部門、人民出版社、中國長安出版社等單位為本書的

編輯、出版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幫助，特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由於我們水平和時間所限，編輯過程中錯漏之處在所難免，切

望讀者批評指正。

參加本書編輯工作的有：陳群、郭慶仕、陳雪英、鄭忠祥、李

多。參與相關工作的有：胡平生、吳興唐、田松年、孫建剛。

本書編輯組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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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 
建成人民熱愛的隊伍 *

（1985年9月10日）

阮崇武同志昨天已經到公安部上任，今天開這個會，和大家見見

面。我也利用這個機會來看看大家，說幾句話。

首先我想講一講，劉復之同志這次從公安部部長、黨組書記的崗位上

退下來，這是中央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醞釀以後，才作出決定的。因為公

安部在國務院各部委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對部長的人選，中央是很

重視的。曾經考慮過是不是由復之同志繼續幹一段，過渡一下。後來從調

整班子的全局來看，從公安部的長遠建設來看，覺得還是讓新的同志早一

點走上工作崗位，早一點熟悉工作，比較有利。同時考慮到，復之同志從

公安部部長、黨組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後，他還是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副書

記，仍將在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崗位上，並作為一個公安戰線的老同志，

繼續對公安部和整個公安系統的工作發揮應有的作用。

借今天的機會，我對公安部工作提一點希望。新中國成立以來，

公安部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做了很多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這些經驗，我們要認真地總結，很好地繼承下來。同時也希望更注意研

究新情況、新問題，創造新經驗，使公安工作能夠更加適應對外開放、

* 這是喬石同志在公安部全體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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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搞活經濟的新形勢，更好地為四化建設服務，使公安部門成為符合

中國革命傳統和現實情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強有力工

具。要做到這一點，我覺得首先要充分認識公安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這

樣才能有高度的責任心，才能有高度的榮譽感。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同志在第一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期間，

曾對當時的部長羅瑞卿同志說過：國家安危繫於一半。國家安危，你們

擔負了一半的責任。這說明黨中央、國務院歷來是非常重視、關心公安

工作的。今年，耀邦同志提出要樹立公安幹警的高大形象。他說，在新

中國成立以前，人民看共產黨好不好，先看八路軍、新四軍或者解放軍

好不好。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的威信高不高，公安部門、人民警察部

隊是一個很大的門面。我覺得這很有道理。公安幹警天天同老百姓打交

1986 年 2 月 6 日（春節前夕），喬石慰問武警部隊天安門警衛中隊國旗班戰士。



把 公 安 幹 警 和 武 警 部 隊 建 成 人 民 熱 愛 的 隊 伍

· 3 ·

道，一舉一動，都與老百姓息息相關。公安幹警帽子上戴的是國徽，是

代表國家在那裡工作的，形象的好壞，直接關係到黨和政府的形象。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講人民民主專政，講公安機關是專政的工具，

或者叫做刀把子。這當然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專政的工

具，這個刀把子，是屬於黨的，是屬於國家的，歸根到底是屬於人民

的，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每一項工作都是同國家的四化建設，同國

家的安定團結，同人民的生產、生活隨時隨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每時

每刻都要為黨的事業，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進行戰鬥。全國各階層人

民群眾，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無論男女老幼，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我

們依法打擊和懲處破壞社會治安、危害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動

和犯罪分子，目的就是為了保衛四化建設，保護人民利益。

毛主席 1949 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

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這兩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

政。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這無疑是正確的。從 1949 年到現在已經

過去了 36 年，我們國家的內部情況和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的

敵對階級分子，絕大多數都得到了改造，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大量問題，

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或者是從人民內部矛盾發展起來的問題。當然，一

定程度和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還存在。目前，我們又面臨著對外開放和

對內搞活經濟的新局面，有很多新的複雜情況是過去所沒有碰到過的。

比如，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蝕，特務、間諜活動的滲入，

各種新的嚴重犯罪現象的出現，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充分發揮專政職

能和刀把子的作用，去認真地解決。但是這個刀把子怎麼用？怎樣逐漸

摸索出一套適應新情況的新辦法來？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我最

近看了一些有關社會治安的材料，有一個問題給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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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罪分子中，青少年的比重在增加，青少年犯罪的年齡線在下降，

犯罪的手段也有變化。應該說，我們的青少年一代，主流是好的。即使

少數犯了罪的，他們中間的大多數或者絕大多數人主觀上也不一定是反

黨反社會主義的。他們之所以犯罪，有的是受了國外的不良影響，有的

是受了壞人的引誘和教唆，有的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物質慾望貪小利，有

的是為了爭強鬥氣，有的是缺少法律知識，也有的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沒

有及時做到、做好，使矛盾激化了。對這些人，當他們進行犯罪活動的

時候，當然要堅決加以制止和依法制裁，對其中嚴重的犯罪分子，要堅

決地給予打擊。但是，在他們違法犯罪以前，有一個教育引導的問題，

盡量把可能發生的違法犯罪活動制止下來。對於那些已經犯了罪的，除

了極少數以外，都要盡可能把他們教育、改造、挽救過來。即使是判了

徒刑的，也要通過勞動改造，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

我們公安機關，一定要愛護人民，保護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使

壞人見了害怕，使人民群眾見了有一種親近感，覺得有依靠。絕不能使

人民群眾對我們望而生畏，敬而遠之。更不允許執法犯法，嚴重危害人

民利益。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同時，還需要逐漸摸

索、創造出一套適合目前形勢的，依靠人民群眾，為人民所理解、接受

和歡迎的工作方法。這也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堅持和發展專門

機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完成黨和國家賦予的光

榮使命。

為了樹立公安幹警的高大形象，必須加強公安隊伍自身的建設。

我們這支隊伍當然是好的，但是我們還需要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努

力把這個隊伍建設成一支政治素質好、有理想、守紀律、懂法律、通業

務、有文化的堅強隊伍，建設成一支有現代技術裝備、反應靈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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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素的隊伍，使這支隊伍能夠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能夠為

人民的利益赴湯蹈火，為人民的利益任勞任怨。講任勞，我知道廣大公

安幹警、武警戰士是非常辛苦的，哪兒著火了，要去救火；哪兒發水

了，要去抗洪；哪兒發生搶劫了、殺人放火了，就要奔赴現場及時處理；

哪兒發生了交通事故，也得去及時處理。在全國各個角落，都有公安幹

警在不分晝夜地為保衛建設事業和人民利益而辛苦地、勞累地工作著。

至於任怨，由於我們的很多措施，是從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出發來制定的，這些措施在實行時，有些人就覺得不方便，就有意見，

如果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做得不夠，那就更有意見。最常見的如交通管

理，那是必不可少的，但有的人就嫌麻煩，你要管他，他就怨你，所以

有個任怨的問題。只有隨時隨地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才能真正做

1986 年 2 月 6 日（春節前夕），喬石慰問北京西長安街派出所公安幹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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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勞任怨，使我們這支隊伍真正成為人民群眾喜愛的隊伍，成為黨和

人民的有力工具。

堅持從嚴治警，是加強隊伍建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要對廣大公

安幹警加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教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加強法制教

育，加強嚴守紀律的教育，等等。同時，要實行嚴明的獎懲制度。在我

們廣大公安幹警中間，每日每時都出現許多令人感動的好事情。最近，

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等省的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在抗洪救災中

表現得很好，創造了許多感人的英雄事跡。對這些好人好事，我們要隨

時注意，及時表揚、獎勵，及時總結他們的經驗，使之成為大家學習的

榜樣。同時，對我們隊伍中存在的組織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問

題，要採取措施加強教育和整頓。對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執法犯法的，

一定要及時地、嚴肅地處理。對於典型的突出的壞事，還要認真總結經

驗，吸取教訓，有的要有選擇地公開登報。

要做到從嚴治警的一個關鍵，就是領導班子要帶頭。各級領導班

子都要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領導班子如果對自己要求不嚴格，你要

求底下嚴格是很困難的。如果自己不那麼正或者不完全正，你要別人完

全正是很困難的。各級領導班子都要注意，一方面要繼承過去的優良傳

統，一方面要不斷地使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新形勢的要求。

最後我再講幾句，公安部和公安工作，歷來是置於黨中央、國務院

的直接領導之下的。各地的公安部門，是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的。這

是我們做好公安工作的重要保證。我們要堅定地同黨中央保持政治上、

思想上的一致，充分尊重各級黨委的領導，同時要注意搞好同安全部、

其他政法部門和各有關方面的配合協作關係。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公安部在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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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在彭真等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法委員會的直接領導

下，經過撥亂反正，無論是部機關，還是整個公安系統的工作，都有很

大的恢復和發展。近兩年來，在劉復之同志主持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

顯著的進步，堅決執行了中央關於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決

定，社會治安有了相當大的好轉；同時，通過調整班子，整頓隊伍，公

安幹警的思想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工作作風也有了很大改進。中央提

出了在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同時，一定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

文明的建設，公安戰線在這方面擔負著極為光榮的任務。我熱切地希望

公安部和整個公安系統在現有的基礎上，把工作做得更好，用進一步開

創新局面的實際行動來回答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們的殷切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