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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警察部门社会救济作用初探

孙祥阳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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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洋政府改组的京师警察厅!它除了基本的治安管理功能外!在对贫民的社会救济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接管或成立的社会救济机构有针对孤寡病残的育婴堂,习艺所,贫民养老院,疯人院等!也有专门救济妇女的济良所和妇女

感化所等!救济关注到了一直在社会上属于'失语(的弱势群体#本文主要研究北洋政府成立后!北京警察在社会救济方面的

作为以及维持这些机构运行的资金来源!进而探讨其在社会救济方面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近代&北京警察部门&社会救济&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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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关于警察史的研究!在一般学者的

心目中!总觉得算不上一门大学问!故多不屑一

顾#(

*

#

+

#但也有一些与近代警察相关的研究论著!具

有代表性的是陈允文的/中国的警察1

*

!

+等!一些报

纸也有所刊文!如/申报1/大公报1等#而近代北京

警察研究的相关著作有姜春华的/北平警政概况1

*

&

+

以及蔡恂的/北京警察沿革纪要1

*

B

+等#此外!美国

社会学家西德尼0

H

0甘博的著作/北京的社会调

查1

*

F

+不得不提#甘博!曾在
#%

世纪
!"

年代旅居中

国!主持了对北京的社会经济调查!协助开展了北京

的社会服务工作#他的调查包括人口,社会罪恶,贫

困和慈善事业,监狱,北京社团服务等内容!这些大

都与近代北京警察相关#本书也是直接述及了近代

北京警察与社会救济问题#

从建国到现在!关于近代警察的研究!已比较广

泛且较为深入#在这里不再对书目和文章进行一一

叙述!其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别!第一是有关中国近

代警政史的整体研究!第二是有关近代警察的专题

性研究!主要包括警察制度,警察教育,警政人物,各

地区警察等方面#

*

C

+

现有关警察研究的文章!大都从警政史的角度

对于警察展开论述!展现了警察的沿革历程!地区警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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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警察部门社会救济作用初探

政的发展状况等#而此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近代北

京警察作为社会救济的主体角色!在救济方面所做

出的'贡献(以及面临的问题!以期为我们今天的社

会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近代北京警察参与的社会救济工作

简介

近代北京警察的初创始于八国联军侵华#

#%""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治安状况极度混乱#在

清廷留守官员指挥下!由各占领区内的'绅董(出面!

征得领军同意后!组成了临时的治安机构...'安民

公所(!维持地方治安#

#%"#

年!联军撤兵后!清政

府为维持其垂危的统治!推行'新政(!参照外国警察

机构!创办了过渡性的治安机构...'京城善后协巡

总局(#

#%"!

年!成立了'工巡局(!作为正式警察机

构#

#%"F

年!清政府正式成立巡警部!'所有京城内

外工巡事物均归管理以专责成其各省巡警?着该

部(

*

$

+

!巡警部取代'工巡局(!成为全国警政最高管

理机构#民国二年$

#%#&

年%!京师'内,外巡警总

厅(改组为京师警察厅#

#%#F

年!北洋政府颁布/京

师警察法令汇纂1!规定了警种的职权,任务,纪律,

管理等警察制度的多个方面!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

警察体制#

京师警察厅成立后!北京警察的职能日趋完善!

除了治安管理外!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民初北京!'贫困是仅次于愚昧的最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

*

F

+

#C

'整个北京城!据警察的登记和分类!

有
%CWF"

人!也就是总人口的
##?%FU

!被列为4贫

困3和4赤贫3#其中
&#B#C

人被划到贫困阶层!而另

外的
CFB&B

人被划分为4赤贫3阶层#或者大体上

说!有三分之一的人属贫困!三分之二的人属4赤

贫3#(

*

F

+

!W%这只是
#%#B

年京师警察第一次人口调查

时得到的粗略结果#由贫困引发的抢劫,自杀,人口

买卖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引发了政府

开展对贫民进行救济工作#

'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北京的慈善事业几乎全

部由政府接管!且大部分由警察主持!因为警察机构

与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也最能了解哪些人值

得救济#(

*

F

+

!WF京师警察厅'接手(的救济机构$进行

的救济工作%可分为三类"一是'弱势群体(的救济场

所!主要有疯人收养院,育婴堂,济良所,妇女感化

所&二是注重教养结合的儿童学校,习艺所,教养局

与贫民教养院&三是对贫民的直接救助...施粥与

发放免费衣服#

#一$%弱势群体&的救济场所

疯癫之人,孤寡老人,儿童,妇女等被视为社会

的'弱势群体(!此外!'在传统社会!由于道德判定的

原因而不被救济的人群!在近代也同样被纳入慈善

救助的范围!如罪犯,妓女等(

*

W

+

#

#?

疯人收养院

疯人收养院!这种收治精神病人的机构在近代

中国的城市里很少见#

#%#!

年!警察厅在西城设立

了一家疯人收养所!当时广州也有一家疯人院!但该

院是由传教士成立的!北京这家可看作是由政府开

办的第一家#

*

F

+

#!"A#!#

#%#&

年!京师警察厅正式接管

疯人收养院!负责疯人收养院里的一切事宜#

首先!收养所的所长,副所长,医师及看护人员

都由警察厅来指定!工资费用也由警察厅承担#其

次!病人由住地警察上报区警察署批准后!方可进入

收养所!病人痊愈出院也由警察送回家#

*

F

+

#!"但有两

种情况除外!第一是那些康复的!籍贯住址等无从查

询的病人!警察厅便'通饬各区出示招领(&第二是在

所里医治无效发病去世的!需经市检察厅验明后!警

察厅备至棺木'抬往德胜门外校场义地埋葬!并立石

碣标志以备查验(#

*

#"

+警察厅对收养所乃至病人负

'全责(#

起初疯人收养院与贫民救济院相连!由于同办

效果不佳!

#%#W

年
#

月京师警察厅将收养所单独迁

至北城的高宫庵#

*

F

+

#!"迁新址后!收养院不论在住宿

管理还是医疗管理上都得到了一定改善#'新址和

房舍都很好(

*

F

+

#!"

!而且'新址房屋带有庙宇式的风

格!男女患者分住在不同的院落(

*

F

+

#!"

#新成立的疯

人收养院床位有
W"

张!在于病人的患病程度不同!

他们被分开居住!对于有暴力倾向和正在康复的一

定是要分开!

*

F

+

#!"

'在
#%#W

年下旬!疯人的分类和具

体人数如下"已愈
#

人&渐愈
#"

人&时发时愈
!"

人&

疯病重
#W

人#(

*

%

+

'疗效相当不错!

#%#W

年大约有
&"

名患者痊愈出院#(

*

F

+

#!"

疯人收养所将病人按患病程度监护起来!这为

精神病患者提供了很好地去处!同时这也减轻了他

们的家庭负担!

*

F

+

#!"这表现在"一是减轻家庭粮食费

用的支出!二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者不至于伤人

而支付赔偿#

!?

育婴堂

#%#$

年!京师警察厅初设育婴堂在崇文门外!

后来搬到了皇城的北城墙外的后门大街!在育婴堂

里的孩子几乎都是弃婴#

*

F

+

&"W

弃婴一部分是由巡警在平时站岗以及巡逻时无

意拾捡或发现的!另一部分是由社会民众在某个角

落里无意发现的!然后交到警察署!请警察代为安

置#

*

##

++到
#%#W

年的
B

月!共有
#&"

名弃婴被送至育

婴堂!因什么样的儿童均收!故儿童的死亡率还是挺

高的!'据报道!

#%#W

年育婴堂里婴儿的死亡率特别

高!甚至传说在那一年
#%C

名孩子死去了
#%F

人(

*

F

+

&"%

!但在警察的努力下!向外国大使馆求助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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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育婴堂的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儿童也得到了比

之前更好的照顾#

*

F

+

&"WA&#"

育婴堂里的弃婴基本在
&

岁左右!警察厅规定

这些孩子可以被领养#但对领养家庭有一定的要

求!'如果有父母想把孩子领回去!只有他们向警方

做出满意的保证!证明自己有能力照顾孩子!才允许

他们从育婴堂领走孩子(

*

F

+

&#"

!但一般家庭做不到这

样的要求#

且暂不讨论警察管理育婴堂的具体效果!但没

有警察设置的育婴堂!或有更多的弃婴死掉#

&?

济良所$妇女感化所

北京政府成立后!京师警察厅成立了济良所和

妇女感化所对'失足(妇女进行救济#二者都旨在救

助'失足(妇女!但有区别#

首先!收容对象方面#济良所收留的是
#C

到

&"

岁左右的妇女!她们或从妓院里被拯救出来!或

是自愿来到济良所!而妇女感化所主要是收留一些

被判刑!或者正在服刑的女犯人#

*

F

+

!$C其次!管理方

面#在妇女感化所!妇女们不仅生活的院子脏乱!自

身穿着也破烂!而且被严格看管!'来访者仅仅允许

从外院门廊的缝里向里面看一下(

*

F

+

!$W

#济良所里

的妇女们生活状况好一些!一是居住环境整洁干净&

二是据说在她们从事劳动之外!还接受教育!为她们

设置了中文,德育,算术,体操,音乐等课程!但效果

值得进一步证实#

*

F

+

!$W济良所里的妇女想要离开这

里!一是她的亲属愿意收留他!二是她要结婚了#

'一般都是由于安排结婚!才离开这里(

*

F

+

!$W

!她们被

要求拍照!照片被挂在陈列室或者大门外!让路人观

看!看中相片的人可以向警察厅申请见相片上的姑

娘!讨论结婚事宜!如果双方同意!男方还必须填写

申请表!填写真实姓名,年龄!详细的通讯地址以及

职业!还有要写明娶该女孩做妻还是做妾!男方还必

须由城里三家商号做担保!经警察局的审查合格之

后方可将相片上的女子娶回家#

*

F

+

!$WA!$%与之相比!

妇女感化所的妇女在刑期内无自由!但有固定的刑

期!刑满后便可离开#

总之!济良所和妇女感化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了救济'失足(妇女的作用!改变了某些'失足(妇女

的命运!使那些由于贫困而'失足(的妇女获得了'逃

离苦海(的机会#

#二$注重教育与技艺教养的救济机构

#?

儿童学校

'由于北京学龄儿童中三四成男孩没有机会上

学!警察总监在
#%#F

年通报北京
!"

个管区!为贫困

男孩建立了贫儿半日制学校#(

*

F

+

#BC贫儿半日学校由

警察厅全面负责"第一!教员起初是由出色的警员出

任!后来由于他们达不到教学要求!因课程设置包括

修身,阅读,写作,算术和体育#警察对于体育教学

不再话下!但在修身,阅读等方面是很欠缺的*

F

+

#BC学

校不得不对他们进行重新考核!进行教师力量重组&

第二!维持学校日常进行的经费!一部分来源于京师

警察厅!一部分由学校所在警区捐资支付*

F

+

#BC

#

在京师警察厅的管理下!贫儿半日制学校的规

模在不断扩大#

#%#W

年!京师警察厅创办的贫儿半

日制学校已经达到
F&

所!有
B"""

名男童在其中就

读#

*

F

+

#BC这也看出京师警察厅创办的贫儿半日学校

取得了些许效果#

#%!!

年!'京师警察厅先拟仿照

各区贫儿学校办法!在内外城各区界内再设半日女

学!每区一处!刻正在筹备中(

*

#!

+

#

儿童学校!'为大量贫困的儿童提供基础教育!

增强生活能力(

*

#&

+

&CB

!对于减少贫困人口是从'根(

上的帮助#

!?

习艺所

北京地区的习艺所是由清帝国的刑部主持设立

的!目的是为了照管和培训城里的一些贫困孩子#

民国之后!习艺所首先被内务部接管!

#%#$

年
B

月

习艺所正式由警方接管#

*

F

+

&#B

#%#W

年!习艺所已经接收了
CC"

人!城市里年

龄在
W

到
#C

岁的男孩才有资格进入#

*

F

+

&#F进入的男

童要过警方这关!据内左三区警察的署报里的记载

'发致游民习艺所送幼童朴睿年一名函一件(

*

$

+

!说

明最后一道程序是经过警察发函#孩童在进入后主

要有两件事!一是学习!二是学手艺和做工#学习的

时间较为短暂!每天基本上
F

小时的课及音乐,舞蹈

的训练#

*

F

+

&#C学艺和做工!手艺有九种"木工,印刷,

造纸,职肥皂,织地毯,裁缝,纺线,织布以及织裹腿

带!做工时间规定为!每天上午七点到十一点!下午

一点到下午五点!每周七天!从事印刷和织布工作的

孩童!如果习艺所里有充足的订货!还被要求加班!

从晚上的七点到十一点#

*

F

+

&#C工作的孩童是有报酬

的!报酬部分是送给孩子的家人!孩子本人也允许自

由支配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被警察用作习艺所里平

日经费#

*

F

+

&#CA&#W习艺所的孩童!

#W

岁之后!警方出

面为他们找一份工作!使他们开始重新生活#

*

F

+

&#F习

艺所的日常管理上!孩子们在睡觉时处于警察的轮

流监督之下!日常花销!部分是卖习艺所里的产品来

弥补!有缺额的则完全由警方来承担#

*

F

+

&#FA&#W

'总的来说!习艺所的工作是出色的#(

*

F

+

&#W与其

他救济机构相比!孩童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还得到技

能上的学习!'使他们在步入社会后能够找到正常的

工作(

*

F

+

&#W

#

&?

教养局$贫民教养院

#%"F

年!清廷就设立了教养局#进入民国!袁

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警方开始全面接管教养局

的工作#

#%"W

年!清廷初设了贫民教养院#

#%#!

年!中华民国成立不久!警方接管了贫民教养院的全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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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

卷 孙祥阳"

#%#&

.

#%!$

年北京警察部门社会救济作用初探

部工作!警察局局长任命教养院院长#

*

F

+

&!CA&!W

教养局是个混合体!成员部分是轻罪犯!部分是

贫苦男子和孩子#

*

F

+

&!#

'贫民如果想进入须经过推

荐!并且由警方调查批准#(

*

F

+

&!#警方还派人去管理

教养局!'

#%#$

年!教养局就已经驻有
#

名巡官,

&

名

巡长和
B#

名巡警(#

*

F

+

&F&教养院以'收留贫民('监施

教养勿任失所(为宗旨!凡无衣无食,流浪京城的贫

民都在收养之列#

*

#&

+

&F&A&FB进入后要学习搓绳,剪

裁,木工活,铁匠活和纺织!当然是有报酬的!工资每

人每月
&

.

C

元不等!轻罪犯们做工只供给衣服和食

物#

*

F

+

&!#人们可以出去做活!他们的每天的报酬是
F

个铜板!若有做了工头!负责监管
#F

个人的劳动!可

领到
W

个铜板#

*

F

+

&!$

教养局和贫民教养院二者都似收养所和工厂的

结合体!收养贫民!但'养而不教!终非良策(

*

#B

+

!所

以成立工厂教以技艺!使其能够自谋生计!'既可免

无业游民留为盗贼!复可使懒惰恶习化为勤

勉(

*

F

+

FB

#较直接发放食物的救济!收养与技艺结合

的救济方式于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是长久之计!它根

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三$对于贫民的直接救助+++施粥和免费衣服

民国之前!施粥主要由民间慈善机构主持#民

国后!这一工作几乎为北京政府全部接管!主要由警

察,步兵统领衙门和京兆尹或市政公所负责#这些

机构分布在北京城的城里和城外围
#!

个地方!

#!

个粥厂中!

$

个由警察管理!

&

个由步兵统领衙门管

理!

!

个由京兆尹管理!警方管理的数量是较多

的#

*

F

+

!%%贫民无需向施粥机构提出申请!来要求施予

便是贫穷的证明!官方施粥一般在寒冷的月份#

*

F

+

!%%

此外!给贫民发放免费衣服也由警察负责#北

京的冬天异常寒冷!'二九天气!水已结冰!而四处还

有人穿着单衣夹衣的&即便是棉的!无非是五光十色

的百结衣!甚至于有赤身露体的#(

*

#F

+常有贫民冻

死!引起北洋政府重视!其采取的措施是向他们发放

免费衣服#'由于警察对北京城的贫困问题了如指

掌(

*

F

+

&"F

!所以该任务由警方负责#想为此做点事的

人们都把衣服交给警方!请他们散发给真正贫困的

家庭!除此之外!警方会拿出自己的资金的部分来购

买衣服!另外将自己更换下来的服装送给贫民#

*

F

+

&"F

施粥和发放免费衣服虽不是解决贫困的长远之计!

但可以直接解决贫民的饥寒问题#

民国以来!警察作为救济贫民的主体!接管或成

立救济机构!对解决北京的贫民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弱势群体(!设立的救济机构及对贫民的施粥,

发放免费衣服!从长远看!虽不是解决贫民问题的关

键!但起码可以解'燃眉之急(&二警方主管的教养

局,贫民教养院等救济机构!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救

助的贫民数量也相当有限!但教育,收养与技艺结合

的方式!能够使贫民自力更生!是从长远上解决贫困

问题的方式#

二"警察维持救济机构运行的资金来源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慈善事业几乎全部由政

府接管!而较大部分由警察主持#

*

F

+

!WF警方接管或新

成立的慈善救济机构!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

府的拨款!二是警方自筹#政府拨款只是维持救济

机构的一部分资金!警方不能全部依靠政府的拨款

来维持官方救济机构的运行#所以!维持救济机构

运行的资金还通过自筹来解决#

首先!警方会将警察厅的日常经费拿出部分来

维持机构的日常运行#例如京师警察厅支付部分儿

童学校的经费及上文提到在施粥和发放免费衣服时

的内部捐资#

其次!资金还来源于救济机构'自身的补贴(#

例如!济良所有这样的规定"男方相中了济良所里的

姑娘后!若想娶回家!除了与警方签署协议外!还要

向济良所捐款
#"

到
!""

元不等#

*

F

+

!$%这便是救济机

构的'自身产出(#另外!在习艺所,教养局和贫民教

养院里都设有工厂!警方会将生产的产品卖出!资金

会用来补贴机构日常的花费#

最后!便是警察会亲自参与社会募捐#以儿童

学校为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警察会利

用报纸等新式媒体来加强舆论宣传!引起社会各界

对于贫困儿童上学问题的关注!此举动意义重大#

当时最为著名的新世界游艺场就多次为儿童学校捐

票价款!即将票价收入作为捐款!仅
#%#W

年
$

月!就

把阴历六月初一至初三日的所有票价捐给儿童学

校#

*

#C

+第二!邀请著名演员演义务戏#

#%#%

年
#"

月

!%

日!内左一区警察署长邓宇安就邀请著名演员梅

兰芳为儿童学校筹款演义务戏/嫦娥奔月1!此次演

出的票价所得均捐予儿童学校#

*

#$

+第三!组织儿童

进行演出筹款#

#%#W

年!外右五区的警察署就组织

本辖区的儿童学校组织了一支学生乐队!遇有社会

机关,其他团体及绅商私宅等集会与婚丧等事!前去

奏乐!酌量收取费用!来补贴学校的经费及儿童的

生计#

*

#W

+

资金的欠缺!政府拨款和警方的自筹资金不能

使贫民在救济机构都能过上'好的生活(!但警方接

管或创办的救济机构不会因资金问题而被迫停止救

济!这些资金可以使救济机构继续运行来救济贫民#

三"警察参与社会救济面临的问题

综上所述!

#%#&

年成立的京师警察厅在救济贫

民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救济贫民!改善其生活处

境!从某种程度上会消除或减少了社会上的'乞丐(!

这也是警察们最想看到的!因为这对于减少因贫困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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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起到了抑制作用!有利于

维护北京城稳定#'同时!这对于改善北京4首善之

地3的城市形象也起到了正面作用#(

*

#&

+

&W$但是!民

国北京警察参与社会救济仍然存在'先天(条件不

足!'后天(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困境#

'先天(不足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自身来

说#虽招警时已进行体能,警察自身技能,素养等方

面的考试!但考试内容不包含社会救济能力的考查&

入职之后!关于慈善救济知识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培

训!在说明哪些家庭需要不需要救济时没有详备的

标准!也分析不出贫困的真正根源或设计出最好的

救济途径#

*

F

+

&&F其二!机构的管理上存在弊端#这体

现在由于资金问题引发的救济机构环境下降#例

如!育婴堂在外国人的帮助下!环境得到了改善!但

中国人自己开始主管财政大权时!改银元为纸币发

放薪水!因为一元纸币相当于
F"

分!导致经过专门

训练的护士离开!认真监督的工作就此终止!育婴堂

又回到了'苍蝇乱飞!灰尘堆积(的老样子#

*

F

+

&##其

三!出发点上#官方介入慈善救济!出发点放在了减

少大街上的乞丐!没有切实为贫民着想!为其设计有

效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带有维护自身形象!明显

的'形式工程(的意味#

'后天(的制约也是多方面的#其一!贫民和难

民问题的突出#上文已提及当时北京城的贫民之

多#再者!便是难民问题!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

混战不断!战争导致人们流离失所!巨大的贫民人口

基数!以及难民的涌入!给警察主管的社会救济机构

造成了巨大困扰#其二!资金问题#政府的财政收

入很大部分用于战争#警方已经尽力通过各种方式

筹集资金来维持救济机构的运行!但资金一直限制

着救济机构的救助能力#到
#%!$

年
W

月!警察厅的

财政异常紧张!社会捐助也有限!为减少开支!警察

厅不得不做出将几个救济机构合并的决定!如将内

外城收养贫民所与贫民教养院合并为一处!

*

#&

+

&W%二

合一式的机构!必然会大大削减收容能力#其三!缺

少跨界交流#警方和私人之间的慈善救济交流合作

少!大大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慈善救济功能!警察独大

也增加了救济工作的压力#其四!警方主管的社会

救济机构也未与外国人创办的慈善救济机构进行很

好的交流与借鉴#外国人创办的慈善机构!具有很

高的管理水平!这正是中国机构中所缺少的#在育

婴堂管理上出现问题时!向外国人求助过!但外国人

走后!育婴堂又回到了原先的脏乱环境#

虽然近代北京警察参与社会救济存在管理不

善,收容压力,资金缺乏等种种问题!但这些救济机

构着实对当时的贫民救助起到了积极作用#参与了

社会救济!不仅表明其职能的扩大!同时警察厅作为

政府的官方机构!这足以凸显国家对于贫困问题的

关注!有利于慈善救济事业的制度化发展!'标志着

慈善公益事业走向正规化的开始(#

*

#&

+

&%"

另外!进入民国之后!北京政府开始全面接管私

人救济事业!从中不难发现!政府进行社会救济的主

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是市政建设

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

速度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贫困,饥

荒,灾害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救济是

现代政府的重要责任!而内部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前提之一!因此笔者认为探究近代警察的社会经济!

于今天我们的社会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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