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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的诸多好友的一再督促与勉励下，终于又一部拙作与读者见面了。
我曾经对霍姆斯的经典名句“法律是经验而非逻辑”做这样的演绎：法律不是一刹那的智慧闪光，那
是科学家的专利；法律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深刻而漫长，但每天都在生长。
法律就如宝剑，经过社会的磨砺，则愈露锋芒，藏于室内，挂于墙上，则锈迹斑斑，仅供瞻仰了。
所以，我衷心希望我对转型时期中国警务革新的思考能够尽早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批评，这于我
的成长有益。
在上一部拙作《比较法视野下的现代警察法基本理论》（中国检察出版社）的自序中，我曾经用这么
一段文字介绍自己：许韬，射手座，好游侠故事，有江湖情结，以墨家子弟居，言必信、行必果，笃
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是以此抱负投身警察教育界，望天下安定，社会公平，司法正义。
身为法律学人，十年苦读，奈何愚钝，近年游学欧美，比较中西，师夷长技，略有小成。
我以为，这样的描述大体是妥帖的，但为配合宣传需要，最后的结语却似乎有些“王婆”式的自得。
仰望学术的星空，深感自身的渺小，何来“小成”可言？
　　但这并不会使我气馁，也不会让我放弃通往学术殿堂的努力，“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无
眠无休、殚精竭力的学术创作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努力过后的收获亦令我有不枉此生的欣喜。
　　我不会假言所谓“最喜爱的永远是下一部作品”，因为如果连作者自己都不满意，也就没有与读
者见面的必要。
每一个出生的“孩子”，无论美丑，都凝结着作者的心血。
我不讳言限于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或不当之处，但我尊重自己的作品，也希望你们
可以看到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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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治道变革与公众参与：转型时期中国警务革新的法学审视》可以凸现作者的学术背景以及观察
视角，即基于法学的多角度审视。
毕竟，“这是一个超越法律的时代”，多角度、跨学科的探究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基本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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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如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
由此，在公共服务领域可以实现多中心治理，即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进行公共服务的提供。
虽然，很多公共治理活动都需要通过政府进行的，但并非所有的行动都必须通过政府，志愿者协会、
营利组织、公司等主体都是公共的表现形式。
这些拟化公共主体的加入，就是促使政府要逐步从过去大包大揽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将公益性、自我服务性强的公共服务转给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担。
通过委托、特许经营等多种形式，让社会力量释放出来，将社会能够自我满足的公共服务需求归还给
社会。
政府要充分挖掘和发挥社会组织的潜力，让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责任，做好政府和市场都“不该
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
就此，公众与政府放到了平等的地位上，成为公共治理的直接主体。
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再是管理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平等合作的关系。
　　新公共服务理论与社会治理理论都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那么，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新公共服务理论更注重政府职能中的服务功能，即治理主体的单一性和平面化；而社会治
理理论更强调政府的放权与公众的参与，即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互动性；但关于对市场经济发展中政
府应弱化其控制职能的认知，两者的态度和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在社会治理理论中，政府在通过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国家通过市场放权、还权于公民，另一方面
公民在市场的培育下，逐渐强大并不断聚合力量，形成对国家的监督与制衡的能力。
同时，必须改变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中层层向上级领导负责、并受其控制的传统官僚机制，而是要求
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权威最终掌握在人民手中，达致利益表达渠道通畅、行政决策开放、行政过程
动态平衡的过程。
其中，是否能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推动社会民主和社会治理，是政府能否转型成
功的关键。
　　传统国家统治模式下，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运用的是统治的目标和方式。
这种统治模式在权力体系上表现为高度集权，运行机制上表现为一种“命令一服从”关系模式，在国
家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国家权力机构之中，还是政府组织体系之中，抑或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都是严格按照统治的原则来确立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模式，国家与公民之间处于不平
等的隶属关系和对立关系。
但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要求传统的政府体制和职能必须要根据时代的诉求发生变化，强调的是政府
要从无限到有限、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封闭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从统治到治理的根
本性转变。
以上转变注重的是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的政府走向国家与公民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部
门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等多元化主体治理模式，意在管理过程的上下互动和主体之
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参与者为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权威的合理化、
结构的离异化以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的局面。
作为一种民主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理论以政府满足和回应人民的需求为最主要的目标，强调公众参
与，并借此建立彼此共同的价值观和民主意识。
所以，这种治理模式不会以牺牲人民的权益代价来取得治理社会的效果，而是在充分沟通与利益协调
之下，达到官民共赢、互利的结果。
可见，社会治理模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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