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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专题性著作，主要围绕侦查主体范畴、侦查主体的历史形态、侦查主体的环境展开论述的
，兼及相关的学理问题和实际问题。
该书作者从侦查主体的基本概念入手，对侦查的本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而从抽象的哲学范畴出发
对侦查主体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作出了初步的分析，然后再从实证的角度对侦查主体的本体和外
在形态进行了论说，最后，才提出了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设性意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侦查主体论>>

书籍目录

导论篇　一、侦查学有没有理论　二、侦查学需不需要理论　三、侦查学发展的出路何在　四、侦查
学发展的突破口　五、科学的条件和入门路径　六、对侦查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七、侦查主体论研究
之重要性　八、侦查主体论之理论基础　九、侦查主体论导论认知篇　第一章  侦查主体范畴的启用
及其意义　　第一节  “侦查”和“侦察”的含义及其演化　　第二节  侦查主体范畴的启用和研究意
义　第二章  侦查主体在学科研究中的地位　　第一节  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阶段　　第二节  侦查学对
象的反思和界定　　第三节  侦查主体是侦查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节  对现行侦查主体研究内容的评
价　第三章  侦查的含义及其历史发展规律　　第一节  侦查起点的认定和起始特征　　第二节  侦查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　　第三节  对侦查的界定　　第四节  侦查的性质　　第五节  侦查的权力属性　
第四章  侦查主体的演化规律——兼论侦查主体的社会化　　第一节  侦查主体演化规律的证明　　第
二节  第三部门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  第三部门对公共安全的提供　　第四节  私人侦探的生存和发
展分析　第五章  侦查主体的界定　　第一节  “主体”范畴的哲学含义　　第二节  侦查主体的现行界
定和反思　　第三节  在价值角度上对侦查主体的界定　第六章  我国侦查主体历史形态概略　　第一
节  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组织　　第二节  奴隶社会时期的侦查职能机构　　第三节  封建社会时期的侦查
职能机构　　第四节  近现代社会侦查职能机构　第七章  西方侦查主体历史形态概略　　第一节  英美
法系国家侦查主体历史形态概略　　第二节  大陆法系国家侦查主体历史形态概略　　第三节  其他国
家侦查主体历史形态概略筹划篇　第一章  侦查主体环境概论　　第一节  环境、组织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节  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　　第三节  公安执法环境的变化　第二章  侦查主体非制度环境研究—
—文化和侦查文化的研究　　第一节  对文化的一般理解　　第二节  侦查文化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第三节  文化和侦查文化建设　第三章  侦查主体制度环境研究（上）——公安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
践　　第一节  西方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节  公安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第三节  公安工作改
革实践的探索　第四章  侦查主体制度环境研究（下）——对侦查体制改革的研究　　第一节  对侦查
体制的理解　　第二节  侦查体制改革的现状　　第三节  体制改革的一般理论　　第四节  侦查体制改
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第五节  侦查主体组织结构的分析　　第六节  侦查管理机制的研究　　第七节  
侦查运行机制的建设　第五章  侦查主体管理制度研究——侦查人力资源管理探索　　第一节  人力资
源管理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侦查人力资源的战略管理　　第三节  侦查工作分析　　第四节  侦查人
员的职业发展管理　　第五节  侦查人力资源绩效管理　　第六节  侦查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　　第
七节  侦查人员素质的研究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侦查主体论>>

章节摘录

导论篇导论之“导”，就是提供引导读者阅读本书的一些基本线索；导论之“论”，就是对这一线索
上的有关问题进行相关的论述和说明。
在该篇中，笔者旨在叙述侦查主体论产生的思路历程以及侦查学基础理论架构的一些逻辑思路，记录
了笔者对侦查学现行研究反思的一些成果。
本篇首先从认识侦查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出发，探究了理论贫瘠的原因，并寻求拓展侦查学理论的出路
；提出了侦查学理论贫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侦查学对目前研究对象的认识具有缺陷。
现行对侦查学研究对象界定的缺陷，就是对象研究现状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拓宽研究范围是建立侦
查学基础理论的重要路径；关于如何建立侦查学基础理论，从“何是侦查学基础理论”以及“如何构
建侦查学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
最后，从丰富侦查学理论出发，提出了要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导出了“主体性原
则”就是观察问题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侦查主体论》就是运用这一原则和方法的初步成果。
在此基础上，对侦查主体论的研究角度、方法、主题以及基本内容进行了说明。
一、侦查学有没有理论有人说：“侦查学没有理论”，也许初闻此声让人有点惊讶。
然而，如果冷静下来思考侦查学科目前发展的现状，并进行学科间相互比较时，也许对这一判断的惊
讶会平静下来。
对“侦查学有没有理论”的判断前提，就是要了解什么是理论。
理论，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
①它具有三大特征：系统性、思想性、逻辑性。
从最典型的特征——“系统性”这个角度来考证侦查学现有的理论水平，那就要从现行教科书和最近
出版的反映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书籍出发来认识。
前者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而编写的。
后者是为了表现该学科现有学术水平而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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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侦查主体论》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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