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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首先指的是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和”，谷物称禾，禾在口边，丰衣足食，
天地人和。
“谐”字左边是“言”，右边是“皆”，含人人有发言权之 意。
《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在中国古代，近似于“和谐”一词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于古典文献中，并一直被广泛应用于社会
实践。
《周易》中载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合，乃利贞”。
汤一介先生认 为，这里的“太合”可以理解为“普遍和谐”的意思．它包括四个层次：“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
先哲们所推崇的是一种“渔人闲自唱，樵者独高歌”、端然忘虑、无声三味的 境界，这个观念与今天
我们对和谐观念的理解既有延续，又 有区别。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的
战略工程。
反 映了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和治国理念、方略的 新转变，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提出新要求。
我们要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布局上，进一步统一对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
作为公安机关，必须自觉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把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思维贯穿
于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各个方面。
一是要心系百姓、增进感情，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听民声，察民情，问民苦，办好顺应民意、化解民
忧、为民谋利的实事。
二是坚持打防结合。
维护社会治安，使人民群众在家安心，上班放心，外出舒心。
三是要加强社会管理，保持安定有序与激发社会活动相结合，做到在服务中强化管理，在管理中体现
服务。
 　　基于以上考虑，尹伟中、张满生两位博士花费了一年时间写出了这本《和谐社会理论视野下的社
区警务》，全书共分八章，重点阐明了社区警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申的地位和作用，和谐社区警务的策
略方法，和谐社区警务的运行机制。
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三个原则：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原则：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根本保障原则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增强公安机关执行力和公信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关键原则，其中
有些观点不乏原创意义，对正确认识、把握、发挥公安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定指
导作用。
但本书似可从两个方面加强：一是如何实现社会公正?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维护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
而其核心就在于法治；二是对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把握尚不
够深入、不够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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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认为，对于警务研究和实践具有比较重要意义的分类方法，是按警务内容的性质进行分类。
按这种分类标准，可以将警务分为内务、行政警务、刑事警务和协商警务。
内务即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事务；行政警务即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和行政处罚权的行为；刑
事警务即公安机关依法行使刑事司法职权的行为；协商警务即公安机关按照《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的决定》的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实施的某些综合治理行为和按照工作需要实施的某些行为。
之所以将这些行为称为协商警务，是因为公安机关办理这些事务的依据并非有法律、法规明确、具体
的授权，而是法律的概括授权。
概括授权并没有赋予公安机关强制执法的职权。
公安机关只能通过与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商，取得他们的支持、帮助，才能办理好这些事务。
具体来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并没有明确授权公安机关在综合治理中的具体职责
、权限，而是概括地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发挥骨干作用。
该决定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政府的公安、安全、司法行政等职能部门，特别
是公安部门，应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要采取有效措施，充实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改进预防和惩治犯罪活动的技术装备，切实提高国家执
法队伍的素质⋯⋯”该决定第2条规定：“⋯⋯加强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
教育，提高文化、道德素质，增强法制观念；鼓励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积极调解、疏导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改
造工作，妥善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人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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