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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当困难和挑战纷
至沓来的时候，机遇也同时降临，面对全新的时代背景，中国正在探索适宜自己的发展道路且以良好
的发展速度暂时收获了喜悦。
回望过去，与时俱进的精神，治道变革的理念，崇尚科学发展观，完善依法治国方略，创新体制机制
，合理整合资源，提高行政能力，强化管理水平实为国人取得成功的经验典范。
今天的中国，正在以十足的信心、百倍的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不懈地前
行。
为了保障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艰巨任务。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社会环境的重要作用也更加
凸显，尤其是社会安全稳定的形势事关中国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因此，关注社会安全稳定与警力资源开发，关注社会安全与跨区域警务合作恰是笔者近年来重点研究
的新领域，也算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以一种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研究的敏感与历史呼唤的机缘切合
。
本书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科研课题和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科研项目，反映了关于这
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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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科研课题和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科研项目，反映了关于这
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课题立项的主旨是探索如何建立利于维护首都社会安全稳定的警务合作机制，进而提出跨区域警务
合作的理论与方法。
在资料整理和理论创新中有四个重点问题始终成为主导课题研究的思维主线：一是首都北京面临的国
际国内环境，二是首都北京发展战略目标和规划，三是跨区域警务合作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四是环首
都地区警务合作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
     本书立足于首都北京的特殊城市定位，从战略角度提出建立跨区域警务合作体系的理念、理论和对
策，期望能对警务实践发挥出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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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4以环境资源为动力建立新型现代警务模式　　现代管理理念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基
础上产生的，分工越细越要注重各部分之间的协作关系。
这种协作关系就某一独立部门而言，表现为外部环境。
就某一部门的内部管理而言，也是一样，专业化程度提高，使一个工作环节与上下的工作环节的联系
也越来越紧密。
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事项、协调关系不断增加，日益突出。
警务活动的展开尤其表现出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作用，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警务合作几乎成为常
规性警务活动，当现代警务管理把环境因素作为资源时，现代警务活动就会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警务管理者更加重视内外部环境对警务决策、管理措施的反映，就可以不断地根据内外部环境的
变化修正决策、变化措施，使警务管理者的主观意志不断适应客观实际，推进警务活动向积极的一面
发展；二是具有独立决策权的警务部门会根据制度、规则、协议等，不间断地了解内外部环境，在了
解过程中会积极主动协调各种关系，使内外部环境中对警务管理不利的因素得以转化，化不利为有利
，实现环境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1．3．5以定量分析为技术手段实现现代警务的精细化　　现代警务活动特别注重警察主体的管理
，我们习惯称之为公安队伍建设，以往在建构警察考核评估体系时，对定性分析都很重视，但现代警
务管理更加注重定量分析手段的运用，量化的基础是细化，特征是可测量性，反映在现代警务管理中
就是要实现管理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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