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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话语、制度、行为、结构等四个维度，
对1949年以来中国警政的发展变迁作了立体式梳理。在此基础上，抓住警政话语与执政理念、警政制
度与公民权利、警政策略与国家能力、警政组织与政府职能等最能衔接警政与国家深层内涵的几对关
系，搭建了基于警政这个面向来观察、分析现代国家成长问题的分析框架，从一个侧面清晰地解析了
当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历史轨迹，丰富了本土政治学经验研究的内容，对当下的中国政治学至少提供了
学术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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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永，男，1974年生。2012年获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从事公安工作，2011年至今任江苏
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府与政治、警察学。在《公安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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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国家、现代国家和警察、警政的基本概念
（一）国家与现代国家
（二）警察
（三）警政
二、警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国家？警政如何反映国家政治
（一）警察是国家权力广泛而常在的代表
（二）警政是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内容
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力图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当代中国警政的源起
第一节中国王朝警政的历史文化积淀
一、历代王朝警政述评
二、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
第二节西方现代警政对中国的影响
一、现代警察和警政的发轫及其核心理念
二、西方警政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节马列主义警政观与当代中国警政的起源
一、马列主义警政观的基本内涵
二、共产党警政建设的早期努力
三、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步建立
小结
第二章从警政话语看现代国家成长中的治国理念变迁
第一节三代政治精英的警政话语
一、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二、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二节警政文本的叙事话语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20次全国公安会议概述
二、有代表性的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主要精神解读
第三节警政话语嬗变中的治国理念传承更张
一、一以贯之：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服务大局
二、逐步调适：淡化专政、强调服务、重视法治
三、词语透析：“敌人”、“坏分子”、“坏人”含义辨析
第四节治国理念变迁的历史文化解读
小结
第三章从警政制度看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公民权利规制
第一节当代中国警政法规的演进过程与内容特征
一、警政政策法规立改废概况
二、警政法规的主要内容
三、警政政策法规的基本特征
四、案例写照：孙志刚事件
第二节纵向比较：以治安管理处罚法规为例
一、从“条例”到“法”的演进
二、从只求秩序、淡化自由到秩序优先、兼顾自由
三、警察权在范围、种类和幅度上的扩展
四、警察权在程序、监督和自由裁量上的收缩
五、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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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横向比较：以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刑侦制度为例
一、两岸侦查程序比较
二、两岸侦查强制措施比较
三、综合分析
第四节警政法规执行中的公民权利实际保障
一、从权力运行方式看警察权的规制
二、从惩治犯罪准确率看法治精神的贯彻
三、从公民对执法主体的满意度看公民权的保障
小结
第四章从警政策略看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第一节西方国家警政策略演变的基本历程
一、“皮尔原则”与警察职业化
二、专业化运动：告别“政治时期”
三、社区警务战略推动警务社会化
四、“9·11”之后美国的国土安全策略
第二节当代中国警政策略的调整
一、保卫新生政权与镇反运动
二、改革开放后社会风尚的变迁与“严打”
三、治理理论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四、社区警务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五、社会治安问题的复杂化与推进平安建设
第三节警政重心由“治安”向“维稳”的移转
一、当代中国警政重心的两次移转
二、当下中国警政重心转向维稳的具体表现
三、维稳与警察职能泛化
第四节国家能力建设与警政策略优化
一、对社会治安实际状况的剖析
二、当代中国警政策略的优化
小结
第五章从警政组织看现代国家成长中的政府职能转换
第一节组织结构功能的多向度发展
一、建国后警政机构沿革概况
二、专政、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同步扩展
三、窗口缩影：派出所职能定位的演变
第二节组织管理体制的现代化走向
一、世界各国警政管理体制综述
二、当代中国警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
三、管理体制的科学化
四、管理体制的集权化
第三节组织成员身份的多重性趋势
一、从“单一性”到“多重性”
二、多重性身份彰显多样化职能
第四节服务型政府的中国诠释
小结
结论
一、经过60多年的探索实践当代中国警政全面发展现代国家成长迈出坚实步伐
二、当代中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包含威权与民本因素既是“生存性智慧”的体现也面临潜在的风险
挑战
三、推进现代国家成长应当把握治本之道与权宜之计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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