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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警察科学》主要内容包括：欧美警察科学概论、对欧美警察科学认识上的误区、欧美警察科学
的历史与现状、警察科学作为大学科诞生的标志、欧美警察科学的特点与启迪、警察科学的研究方法
与警察教育学、比较警察学、警察哲学、警务论、警务革命论、古代治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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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大伟，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博导。
我国首批在西方学习警察学的留学生，创造了英文词“警察学”（policeology）。
出版《英美警察科学》等几十部著作。
主持参研多个国家级、部级课题。
主讲《公安学基础理论》课，获国家级精品视频课程。
创造平安童谣、童话、童操。
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
央视特邀评论员。
央视普法明星。
团中央巡讲平安大使。
被称为“说歌谣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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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欧美警察科学概论 第一节对欧美警察科学认识上的误区 第二节欧美警察科学的历史与现状 第
三节警察科学作为大学科诞生的标志 第四节欧美警察科学的特点与启迪 第二章警察科学的研究方法
与警察教育学 第一节研究方法概论 第二节几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警察教育培训概述 第四节警察
教育培训的发展历史 第五节现代警察教育培训模式 第三章比较警察学 第一节比较警察研究 第二节创
立比较警察学 第三节现代警察体制模式概论 第四章警察哲学 第一节警察哲学概论 第二节警察概念论 
第三节警察性质论 第四节警察角色论 第五节警察文化论 第六节警务原则论 第七节警察史论 第五章警
务论 第一节警务论的概念 第二节警务方式论 第三节社区导向警务 第四节问题导向警务 第五节危机警
务 第六节反恐导向警务论 第七节情报导向警务 第六章警务革命论 第一节古代治安 第二节罗伯特·比
尔创立英国伦敦大都市警察一 第三节美国警察专业化运动 第四节欧美警察的现代化 第五节欧美社区
警务战略 第六节新警察专业化 附1：概念与思考题（中英文对照）  附2：西方警察学的200个概念与理
论（中英文对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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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警察哲学的体系 张兆端警察哲学基本体系。
张兆端认为警察哲学研究的基本体系包括： 1.警察本体论。
包括警察的本质、警察的特征、警察的职能、警察的历史发展。
 2.警察社会关系论。
包括警察与政治、警察与经济、警察与法制、警察与文化、警察与科学技术、警察与民众。
 3.警察体制论。
包括构成、组织原则与功能、中外警察体制模式比较研究、体制改革的原则与趋势。
 4.警察力量论。
包括警察力量中诸要素及其系统结构、警察力量的建设、辩证法的运用。
 5.警务战略论。
包括警务实际的目的与手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社区警务战略、警务实践的基本方式及其转换
关系、政治策略与执法策略。
 6.警察权威论。
包括本质与构成、树立警察权威的必要性、树立警察权威的基本途径。
 7.警察价值论。
包括价值形态与构成、价值的创造机制、价值评价以及警察价值观及其作用。
 王大伟警察哲学基本体系。
王大伟认为警察哲学包括以下体系：警察概念论、警察性质论、警察角色论、警察文化论、警务原则
论、警察史论以及警察体制论。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体系将不断充实与完善。
 王大伟警察哲学体系树。
整个警察科学可分为三大体系，即警察哲学、警务论以及警察科技与技能。
王大伟曾形象地把警察科学比做一棵大树。
警察哲学是主干，警务论是分枝，警察科技与技能是果实与枝叶。
这三者形成“警察科学树”。
 王大伟警察哲学金字塔。
还有一种表述，即“警察科学金字塔”。
警察科技与技能为第一级；警务论为第二级；警察哲学为第三级。
 根据“警察科学金字塔”可看出下列规律： 1.产生的顺序。
从警察建立的顺序看，在建立警察之初，先有警察哲学，如1829年英国建立伦敦大都市警察时，制定
了罗伯特·比尔的建警12条原则。
后有警务论，最后才能产生警察科技与技能。
也有人认为三者是同步产生的。
 2.各级警察需要的层次不同。
高级指挥人员，警察哲学的需要百分比高，中级指挥员次之，而基层警察对警察科技与技能需要的百
分比就高一些。
 3.各层次的学科性质。
警察科技与技能属于技能的范畴。
警察哲学属于思辨的范畴，而警务论则介于两者之间。
 上述的顺序、层次与学科性质都不是绝对的与一成不变的。
有许多逆向顺序与特例发生。
 第二节警察概念论 要研究警察的性质与作用，研究警察的角色特点，首先要研究警察的含义，搞清
楚什么是警察。
现在，我们对警察的词义及学术含义作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一、警察的语言学含义 为了对警察的定义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先从语言分析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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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警察科学》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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