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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质量管理新论》

内容概要

《警务质量管理新论》集中反映了近年来警务机关全面开展质量管理和建设的新成果。首先，叙述了
警务质量管理的基本概念，介绍了警务质量管理的兴起、警队正规化建设以及警务质量观等，并就服
务对象、质量原理、过程方法、程序控制等与警务的对接进行了论述。其次，就警务质量文化实践和
效能建设等展开论述，并着重介绍了领导及作用、战略制定及实施、服务对象及忠诚关系建立、资源
整合及利用等卓越警务内容；推出了市级警务机关、区级警务机关、基层警队、社区警务四级重点流
程再造模型。最后，就质量平台建设及深化，体系建立、延伸、运行和改进进行了论述，并讲述了警
务绩效考评机制的优化及其操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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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晓，男，1960年11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文、法学专业，1980年参加公安工作，曾
任江苏省公安厅经济文化保卫处副科长、科长，江苏省吴县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江苏省
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副局长，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分局政委，苏州市公安局政治
部组织教育处、队伍建设处处长。现任苏州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政委。兼任中国行为法学会警察行为
研究中心秘书长，为公安部首批政工特约研究员。先后参与撰写了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8
月出版的公安部教材《经济文化保卫》，担任《创意警务论》和《以案释法100例》等著作副主编。发
表有关法学、犯罪学、管理学和警学理论研究论文30余篇，先后多次获省部、市级学术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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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警务质量管理导论第一节 质量管理基本概念第二节 警务质量管理的概念及特性第三节 警务质
量管理的意义第四节 警务质量管理原则第二章 警务质量管理背景第一节 警务质量管理的发起第二节 
警务正规化建设第三节 警务质量标准理论研究第四节 警务质量建设专题研讨第五节 警务质量观的形
成第三章 警务质量管理重点对接第一节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第二节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第三节
PDCA过程方法第四节 人、机、料、法、环、测的控制第五节 产品第四章 警务质量文化建设第一节 
警务质量文化的概念第二节 警务质量文化建设实践第三节 和谐警队建设第四节 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第
五节 警务效能建设第五章 警务卓越绩效模式第一节 领导及作用第二节 战略制定及实施第三节 服务对
象及忠诚关系建立第四节 资源整合及利用第六章 警务流程再造第一节 警务流程再造核心提示第二节 
市级警务机关重点流程模型第三节 区级警务机关运行流程模型第四节 基层警队建设流程模型第五节 
社区警务流程模型第七章 警务质量信息平台建设第一节 警务质量信息平台第二节 警务质量信息平台
建设成效第三节 警务质量信息平台建设的深化第八章 警务绩效测评体系优化第一节 变考“量”为考
“度”第二节 实行纵横比较考核第三节 科学评估警务业绩第九章 警务质量管理体系第一节 警务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第二节 警务质量管理体系延伸第三节 标准化管理下的基层警务第四节 持续改进状态的
警务机关第十章 警务质量管理前景展望第一节 确立长期经营思想第二节 落实整体推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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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节 警务质量管理的概念及特性根据对质量管理概念的理解，警务质量管理应定义为：对
警务领域的警务活动过程，用科学的系统方法加以指挥、控制和协调，以最小输入获得最大输出的持
续管理行为。这样的持续管理行为，应当以领导重视为前提，以组织推动为保证，以全警参与为标志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指出：“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肩负着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警务机关的使命和职能所体现的服务保障功能，使其明显具有服务质量
的特性。警务质量特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的警务质量特性可以观察或感觉到；有的警务质量特性
不能观察到，但又直接影响警务业绩；有的警务质量特性可以定量地考察；有的警务质量特性只能定
性地描述。由于产品和（或）服务质量是单位各方面、各部门、各环节工作的综合反映，任何一个环
节、任何一个产品的工作质量都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因而要加强
全员的质量管理。包括对全员开展质量教育和培训，把质量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和岗位，形成一个高
效、严密的质量管理工作系统，鼓励团队合作和多种形式的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充分发挥全组织
人员的智慧和进取精神。全组织的质量管理由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构成。从纵向的组织管理角度来看
，质量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组织的上层、中层、基层管理乃至于一线员工的通力协作，其中尤以高层管
理能否全力以赴起决定性的作用。从组织职能间的横向配合来看，要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必须使组织
研制、维持和改进质量的所有活动构成一个有效的整体。全组织的质量管理就是要以质量为中心，领
导重视，组织落实，体系完善。影响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物质的因素，又有
人的因素；既有技术的因素，又有管理的因素；既有组织的内部因素，又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提出了越来越高要求的外部因素。把这一系列因素系统地控制起来，全面管好，
就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区别不同的影响因素，广泛、灵活、深入地运用多种多样的现代化管理方法来解
决现代质量问题，并切实做到程序科学，方法灵活，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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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警务质量管理新论》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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