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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城（1888—1953 年），又名子增，广东省香山县（今

中山市）人。他出生于江西省九江，早年毕业于九江同文书

院，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 年在九江响应反清武装起义，任

九江军政参谋次长兼交涉使。袁世凯窃国后，参加孙中山发动

的“二次革命”。1931 年任警察总监、侨务委员会委员，仍兼任

国府委员。1948 年冬调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大陆

解放后，在台湾任“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 年 11 月 19 日在

台北病逝。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

1923 年 1 月，孙中山依靠滇、桂等军发动了讨伐陈炯明

的战争，2 月顺利攻下了广州城，不久孙中山就在广州设立

大元帅府，但是此时的广州城仍然是危机四伏。因为陈炯明

军虽然暂时被赶出了广州退往惠州，但是其主力尚存，实力

仍然很大，况且惠州距离广州咫尺之遥，虎视眈眈的陈家军，

时刻都在打算着卷土重来。而那些如狼似虎的滇、桂等军也并

非真心支持孙中山革命，而是觊觎广州城的富饶和繁华想来

分一杯羹的。但同时他们又必须暂时打出拥护孙中山革命的

旗帜以谋得生存空间，为自己的野心披上合法的外衣。所以这

些军阀就像安放在广州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吴

铁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 1923 年 3 月 11 日出任广州市

公安局长的，可谓任重而道远，但是尽管受命于危难之际，吴

铁城还是义无反顾的接受了孙中山的任命，这也是他有生以

来第一次负责警政工作。1924 年 9 月 13 日，吴铁城辞去广

州市公安局长之职，随孙中山北伐。商团叛乱平定后，吴于

10 月 13 日重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二、添设新警种

1.增办交通警察。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城，有清一代就

是我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五口通商前还是唯一的对外贸

易城市，城内商业相当繁荣，各种店铺林立。吴铁城积极引进

西方先进的交通设施，设立交通岗亭，筹办交通警察。1923
年 4 月 22 日，广州市正式增办交通警察，维护各马路交通秩

序。广州市交通警察的添设，从警政方面而言，有助于广州市

警种的完备，甚至对全国其他城市的警政事务也有相当的师

范作用，从城市文明来说，交通警察的添设对于维持广州市

的交通秩序，维护广大广州市民的出行安全，促进广州市的

城市文明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2.组织保安警察。由于当时市内住军情况复杂，警察数

量又十分有限，因此广州市的治安仅仅靠普通警察的力量难

以维持。所以吴铁城对广州市警政积极整顿，增加新的警种，

“除增设交通警察外，以警察之组织，尚有保安警察一种，特

决定组织保安警察，定额为一千名，每名月薪十元。”[1]吴铁城

本打算招募编练，但由于“经费支绌，暂从缓办”[2]，1924 年 9
月，吴铁城随孙中山北伐，此时警务处长李福林，新任公安局

长李朗如便决定“由福军方面划拨一营，改组为保安队，直辖

于公安局，以便分驻市内，维持治安。”[3]保安警察的添设，对

于增强广州市警察的整体实力，维护广州市的治安，打击犯

罪，保护广州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倡办义务警察。当时“广州市内竟有白昼抢劫情事，甚

至日有数起，惊扰闾阎，妨害治安。”[4]针对当时广州市内这种

严峻的治安形势，吴铁城又别出心裁，想依靠市民自身的力

量促成市内治安的根本好转。为此，吴铁城“以为联络市民补

助岗警之不逮，以实力自卫而巩固治安，以为民治之基本起

见，拟组织义务警察。”[5]公安局制定了详细的义务警察章程

由市厅呈省署“业准表决，认为可行”[6]。后来义务警察办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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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声有色的，事实上不管倡办义务警察的实际效果如何，

都无可厚非，至少这是在乱世环境中依靠人民自身的力量搞

好社会治安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孙中山民治思想的一种体

现。
三、注重提高警察素质

1.注重提高警察政治素质。警察的政治素质是警察素质

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局长吴铁城认为，“关于警察之政治训

练，极为重要。”[7]所以为了提高广州市警察的政治素质，广东

省警务处组织国民党警察同志团，1926 年 3 月 11 日广州市

公安局又成立了政治部，并设立了警察特别党部。同时广州

市公安局也十分注重对警察进行革命精神教育，1924 年 2
月 28 日，吴铁城召集警察在高师做题目为《革命军进行中之

警察》的演说，另外还经常组织警察聆听孙中山的演说，这些

都有助于加强对警察进行精神训练。
2.注重提高警察业务素质。为了培养警用高级人才，广

东省还创办了一所高等警官学校，遗憾的是只办了一期，而且

毕业生从警的很少。武装警察是一支重要的警种，在警察中占

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了加强对武警的训练，吴铁城主持的广

州市公安局奉孙中山的命令高薪聘用外籍教练，“聘定德人

穆赖尔为教官，月薪毫银八百元。”[7]

广州市当时火灾频繁，火警不断，消防警察的建设也不

容忽视。吴铁城注意到这个问题，不断加强消防警察的建设。
他还注意引进西方先进消防器材，购进西方先进的消防设

备。这对提高消防警察应付火警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四、积极整顿

1.整理勤务。针对当时“各区警察其操演娴熟者，虽不乏

人，而技术生疏，精神委靡者亦尚不少”[8]的状况，公安局训令

各区署“规定操程，拟请令各区员巡官务须依时亲到操场勤

加训练，如有藉词请假，或故为规避者，分别记过，以示惩

儆。”[9]另外，针对部分内外职员，在办公时不穿制服的状况，

规定“公安局所属内外部职员，一律穿着制服办公，如以后尚

敢故违，则撤差示惩，决不宽贷。”[10]后来，又组织专门的整理

警察委员会，整理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纪律上的整理，

（2）精神上的整理，（3）形式上的整理，（4）勤务上的整理。”[11]

2.整顿内务。公安局为刷新警务，对各区署内务严加整

理，规定如下，“一、凡值日署员，必须日夜驻署，倘有不得已

事故外出，仍须人请代理，其代理者，仍须穿制服，以专责成

而重威严；一、值日警长勤务，因于各署事务之繁简情形之不

同，自行从速规定，俾明权责，以便遵循；一、警兵册籍，闻多

有人无名，或有名无人或一人数名，或姓名番号不符，或与呈

局表册不同，种种毫无条理，亟宜从实记载，以免淆乱，而杜

流弊；一、兵室内各警之衣服帽履及各物品之放列，宜规定一

定位置，以便取放，而资齐整；一、划定警察各班晒晾处听，凡

湿秽衣服鞋袜，不得放置寝室……一、凡寝室课堂饭堂休息

所，均须设置痰盂，禁痰沫乱吐，以重卫生；一、凡寝室设一值

日，专司清扫，设该室值日名牌于门口（牌式另纸），以便查

核，而重清洁，倘兵室人数众多，则设二名值日。”[12]

五、不利因素

1.经费难筹。当时警界的一切费用不在财政预算的范围

内，而是依赖警捐。由于当时民困，警捐的征收很不顺畅，常

常要拖欠几个月之久。这固然与警察素质和责任心有关，但

是与警用设备老化陈旧也不无关系。再加上治安状况十分恶

劣，各种案件层出不穷，市民对办理警政产生失望情绪，对警

捐的征收进行抵制，从而加剧了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对抗情

绪。
2.人才匮乏。警察人才匮乏的结果，使很多不懂警察学

识的人充斥警察队伍，不但办事效率低，而且也易滋生腐败。
如 1926 年 1 月 29 日就曾发生“警察十一区三分署全体长

警，谓分署长丘玉如劣迹昭著，向市政厅呈控，请求查办。”[13]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办理警政人才的缺乏。
3.警察待遇低。当时警察薪水微薄，“警察分一、二、三

级，一级饷银十二元，二级饷银十元，三级八元。”（月工资制）[14]

后来增加警察薪水，每位警察月薪增加 2 元，规定：“原支十

四元者，概支十六元，原支十二元者概支十四元，原支十元者

概支十二元。”[15]由于工资待遇差，很多普通警察生活困难，

入不敷出，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警察。“警察各区之替补余

丁，近来日形缺少，只有求去而无续来，虽多方招其替补，每

不愿就。”[16]再加上乱世从警，危险程度更高，所以甚至有些

做了警察的宁愿逃跑。
六、成绩与不足

吴铁城办理警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警力既薄，职权多

阻。”[17] 尤其是受到不法军人的干扰，“据警界中言，本市警

察，本可办好，职务亦可尽到，惟于执行职务时，往往为军人

所阻，以致诸事棘手，莫可如何云。”[18]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当时

警政办理得有声有色，市民对他还比较满意，就连外国人也

深表钦佩。“比来本市进行事务，卓著成绩，鄙人深表同感。”[19]

“警察效能之增加，而群相称道阁下办事精明之结果。”[20]但是

由种种复杂的原因，吴铁城任公安局长时，广州市的社会治

安状况没有取得根本性的好转，这也许正是乱世办理警政的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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