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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乃夫

我国数千竿来，民政管理工作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

成豆豆豆i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许多积握因素。新中国成

立以后，民政管理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租建设、为贯彻执行党的

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挣的基本路线作出了贡献，积累了丰富

能经娃。为了?借鉴历虫的经验，为今天的民政管理服务. ~主政

管理发展皇中的军民摄菌素应该拮据，经稳需要总结， 糟柏必须

易在除，教训尤须摄取。医此，必须如强民联管理虫的砰究和探

甘。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z α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她

楚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佳的发展过程. J11 ~主其封建性的糟
稽，吸i在其民主楚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

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茹经济是从古代的rs政治j日经济

发展再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拭古代的 IEI 文化发展而来

的，理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应该

必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尊重历史的辩证蓓的发展，雨

不是填古非今，不是赞搔任何封建的毒素'飞毛泽东窍志的这一

论述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政管理发展史应该遵循的原罢号。

民政管理环究的内容强多，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不可缺少

的乡且在民政管理的基本理论、民政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民政管理主

掌。民政管理史学作为一门基础研究，对于整个民政管理研究的

发展意义重大。从历史发展看，今天的民政管理摊摞大致有以下

JL，个方面t' 一是古代民政管理的优良传统，如"革民η 等思想如

救灾救济等具体工作内容s 二是自近代开始到这革开放以来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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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引人的→些先进的理论和工作方搓，如社会调查的理论、方法

和技术等重三是从我党领导的革命摄据地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

逐步形成和不颤充实的上为党和政府分钱，下为人民群众解愁，

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服务的新型民政管理工作优良传

统。新有这些，都应该研究、探讨、总结和提高，使之上升为理

论。

近10年来，随着民政理论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己寄一些著遥

陆续问世，但民政管理史的研究仍很薄弱，系统研究从古到今民

政管理发展史的著作更为欠缺，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这

种局面已经开始转变，由武汉大学和吴政部民政管理干部学院部

分教师合作编写，场剑在E任主辑、 i午启大任副主编的《果政管理

发展史》的出版，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此书力图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汪唯物主义方法

探讨民政管理工作历史，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民政管理工作的联系

在区别，寻求民政管理工作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个大系

统中的位置及其变化，描述中国民政管理从古到今发展的基本状

况和基本路络，从中探索中国民政管理工作发展的客费短律，这

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对后人也大有禅益。

我国民政工作虽然历豆悠久，内容丰富，但要写出一部有特

色岛中离民政管理发展虫，殊为不易，其中国煞有许多客理原

菌，从主观上来埠，作者立意是否新癫，取材是否得当，对民政

管理史重大发展时期或事件评价是否倍当，某些结论是否经得起

历史的推敲，都额为令人踌躇。在这些方面， <<民政管理发展

史》敢出了自己的努力，在研究对象上，作者围绕民政管理工作

4三个→部分"谋篇布局，在当代，把"三个一部分"联系各个

男主时期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来考寨，分析探讨其利弊得失，使

全书主题突出。，在研究方撞上，坚持以史实说话，当代部分有待

作出结论的问题，别客混叙述。在研究内容的诗略和取舍方面，

突击论述其中带有金属性关键性的问题、各重大民政事件的内

在联系和历代一直坚持做下来的工作内容，层次清新，重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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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c并且摄取了学术研究成果，有些方面形或了自己的学术现点。

在分期间题上，本书打破中国通史的分期成倒，按照民政发展的

实际进程，把1906年清朝政官剖，在中央政府官设民政部作为近

代民政的开端，这一晃解有独到之处。近现代和当代民政管理虫

的撰写，填补了这一时期民政研究的→项空白。

串此看来，本书在研究中国民政管理发展史及其规律方面越

章求薪，勇于进取，获得了可喜成果，为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创造

了条件。我是主张研究中国民政虫的，看到这方面的著述问世，

我很高兴，希望《民政管理发展史》在出班后能续继竞实，日臻

完善，也期望有更多更好的民政主著作不斯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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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第一节 为什么要学习民政管理发展史

-、李富民主主理论，便进民政实践

1978年民政部成立重建全国民政管理工作体系以来，遵循党

中央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在各

级党政组织的直接领导、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广大民政工作

者共同努力，全国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既坚持实践，注重调查

研究，又始终将民政工作理论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对员政理论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员政工作得以萦跟党中央提出民总体部

署，为巩固人员员主专政，为军民团结，为贫困群众排忧解璀，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盾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民政管理发展史属于民政理论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

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讨民政管理发展规律，指导当前的民政

管理工作。

中国专职的民政管理机构虽然到1906年〈洁光绪三十二年〉才

出现，但民政管理历史却十分悠久，早在原始社会，许多民政事

务就己萌芽，夏王朝建立活，开始了比较规范的民政管理工律，

"员政作为一种思想和一些工作〈如优抚、救灾) ，历史是很长

的。" E 1 ) 

学习和研究中国民政管理发展虫，主要是为了指导现实的民

政工作，正如崔乃夫需志所说"中国历史上是怎么救灾的?从

什么时候开始的?包拯放粮，屑的什么办法T历代用什么办法?另

外中央苏区到现在，不同时期用什么办岳救灾?哪些有效?哪些无

效?外国人有没有教灾?印度搞不提救灾?美国搞不摇救灾?他

们用什么办禧?如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就开翻了眼

界，就有科于我们的救灾工作，就能提出中肯的意见，就可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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