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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公安部党委在深入总结“三
基”工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推动公安事业长远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性决策，是当前乃至今后
一个时期公安工作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如何抓好、抓实“三项建设”，推动公安工作又好又快的发展，是摆在各级公安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
。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难以预
料的挑战和风险明显加大。
公安工作面临的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突出表现在境内因素与境外因素互相影
响的关联性更加明显、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性更加明显、“虚拟社会”与
现实社会相互作用的互动性更加明显。
　　面对这一系列新变化、新特点，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始终把工作的基点放在随
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问题上、放在驾驭各种复杂局势上。
要牢牢抓住公安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这三个事关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长
远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着力解决制约当前公安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以更好地应对
新形势、新任务对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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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公安部党委在深入总结“三
基”工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推动公安事业长远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性决策，是当前乃至今后
一个时期公安工作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如何抓好、抓实“三项建设”，推动公安工作又好又快的发展，是摆在各级公安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安机关“三项建设”导论>>

书籍目录

第一篇 警务信息化第一章 我国警务信息化的现状与问题分析一、警务信息化：警务工作现代化的必
然选择二、我国警务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就三、我国警务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章 我国
警务信息化的战略目标一、制定我国警务信息化战略目标的基本原则二、我国警务信息化战略的总体
目标设计三、我国警务信息化的战略重点第三章 警务信息化与推进基层基础工作一、公安基层基础工
作的现状及问题二、加强基层信息化建设，提高基层信息化水平三、以信息化提高基层基础工作的整
体水平第四章 警务信息化与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信息主导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及其基本特征二
、信息主导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原则三、信息主导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架构四、信息主导
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运行第五章 警务信息化与提升侦查破案能力一、情报导侦机制及其价值分析二
、情报导侦机制的构建三、网上侦查及其技(战)术方法的应用四、网上侦查途径及其应用第六章 警务
信息化与创新警务机制一、现代警务机制的基本特征二、现代警务机制实现的战略转变三、以信息化
为先导，构建现代警务机制第二篇 执法规范化第七章 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执法规
范化建设的内涵二、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第八章 警察职责和权力与执法规范化一、警察职责和警察权力二、现阶段我国警察在行使职权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透视三、规范警察职权，强化执法权力监督第九章 警察纪律和义务与执法规范化一、警
察纪律和义务的法律规定二、警察遵守纪律和履行义务的现状分析三、提高认识，加强修养，严格责
任追究第十章 警察伦理和道德与执法规范化一、警察伦理及其对执法规范化的意义二、警察伦理视阈
中的执法规范化建设状况三、以高尚的伦理规范警察执法行为第十一章 警察管理和监督与执法规范化
一、警察管理与监督二、警察管理与监督视阈中的执法规范化建设状况三、加强管理和监督，推进执
法规范化建设第十二章 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及对策一、树立科学的执法理念是执法规范化建设
的先导二、健全完善执法制度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关键三、强化执法监督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保证四
、强化警务保障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基石第三篇 警民和谐化第十三章 和谐乐章中的不和谐音符：日
益凸显的警民冲突一、典型警民冲突事件聚焦二、警民冲突的特点及趋势第十四章 社会转型与警民冲
突一、社会嬗变中的警民关系二、警民冲突与警察队伍建设第十五章 关键之举：提高民警素质，强化
执法能力一、建立和谐警民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准确把握新时期警民关系的特点三、树立宗旨
意识，亲民爱民四、坚持群众路线，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五、提高民警素质和能力，有效发挥职能作
用第十六章 治本之策：化解社会矛盾。
优化执法环境一、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是建立和谐警民关系的基础二、服务民生、保障民权
是建立和谐警民关系的根本三、关注民意、畅通诉求是建立和谐警民关系的关键四、慎用警力、合理
用警是建立和谐警民关系的前提五、建立和谐警民关系应避免的两个误区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安机关“三项建设”导论>>

章节摘录

　　警务信息共享涉及公民权利保障，因此应设定监督审查程序，以尽可能减少或者避免警务信息共
享的负面效应。
从总体上讲，警务信息共享统一由公安部或省级公安机关作出决定更安全和稳妥，鉴于当前大部分省
级公安机关信息资源整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和各地市执法的灵活性，我国警务信息的共享可以由市级公
安机关决定，由省级公安机关审查。
信息共享流程中应详细设定监督审查程序，以保证信息共享在设定的轨道上运行。
6.信息复查、保留与清理机制。
警务信息复查是对公安机关储存的信息进行检查，以判断其是否是充足的、最新的并且是不过度的，
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的一种方法。
信息保留，是指经过评估和复查流程论证，为了警务目标继续保存信息。
信息清理，是指经过评估和复查流程论证，将信息从所有警务系统中删除，直至信息不能被复原。
警务信息复查、保留和清理的原则包括：1必须原则。
如果某个人继续违法或有继续违法的可能，就应当继续保留与其有关的信息。
2.足够原则。
为了给保留期限提供依据，警务信息必须尽可能的完整；警方必须努力收集足够的信息，以识别每个
人及其相关的事件。
3.准确和最新原则。
所有记录的详细内容必须是准确的，记录必须根据最新信息及时更新。
4.不过度原则。
警方保留的关于某人信息的类型和数量不能过度，必须与该人对社会的威胁成比例；当不存在继续保
留记录的警务目标时，应当将记录清理掉，如果某人被认为有社会危害性，该人的信息应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予以保留。
　　警务信息复查、保留和清理的方式包括：1.首次复查，每一份警务信息在输入系统时，都应当按
照公安部制定的警务信息复查、保留和清理制度所提出的原则和要求，进行首次复查，以确定每一份
警务信息应保留的时限。
2.特定复查，警务信息在跨行业、机构交流之前；公开之前；出现新的情况后；被记录主体要求查阅
信息时；有人提出披露申请时，这些信息都应该被复查。
3.定期复查，对严重暴力犯罪人员；有较高的危害风险的潜在危险人员；职业犯罪者、惯犯和流窜犯
等，这些特定人员的信息要定期复查。
4.例外复查，对设定保留期限的信息，信息到期预警后，要对其进行例外复查，也就是将表明其还有
较高的危害风险的人员信息识别出来，根据其行为和现实表现，判断其有无再次犯罪的可能，对这些
人员信息进行例外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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