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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政府治理上倡导政府应该注重其服务职能，从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新公
共管理运动。
其所倡导的理念对中国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中国政府职能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提供公
共服务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
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职能，同时公安
工作也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经济发展创建良好的环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公安机关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及时发现公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就
需要对公安工作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估。
建立完整的公安工作评价体系是公安机关提高服务能力、履行公共安全职能的关键。
其对公安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能够帮助公安机关找出实际工作与群众期望值之间的差距。
分析问题症结的关键所在，并作出有针对性的改进，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公安工作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且涉及对象、内容、范围具有复杂性
和综合性的特点。
以发案率、立案率等指标为主的传统的公安工作评价方法，已经不能客观有效地评价当前的公安工作
，因此迫切需要对公安工作评价方法进行改革，引入综合评价方法，设置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
较为详尽的指标，以期能对当前公安工作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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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安工作评价的技术与方法》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理论篇，共三章，阐述了社会评价的一般理论和公安工作评价的必要性，界定了公安工作
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分析了当前公安工作评价面临的问题，描述了评价体系的基本架构，对相关指
标进行了说明。
第二部分是应用篇，共四章，涉及公安工作评价指标的应用，指出其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提出对公
安工作评价指标应不断调试，以寻求评价指标的客观性：针对公安工作评价的信息采集，分析了评价
的信息源问题以及公众对公安工作的评价，探讨了间接指标以及相关分析的应用，指出了误差分析的
必要性；探讨了政府公众评价与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的关系，对安全感与满意度调查作了一定介绍；
最后论述了政府公众评价的作用和相关指标的设定。
第三部分是技术篇，只有一章，介绍了公安工作综合评价的计算方法，讲解了公安工作评价应用软件
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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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描述性指标与评价性指标。
描述性指标是对社会客观现象的描述，一般是独立存在的。
由于这类指标没有与一定的理论、模型、目标相联系，因而它们仅仅反映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其价
值状况。
例如，政府机构、工厂、文化机构的数字，财政收入、商品销售额等数字，如果没有比较，这些数字
本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评价性指标也称作分析性或诊断性指标。
它是指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社会效果、社会影响在某些方面的利弊得失的指标。
这类指标通常是人们按照某种目的将两种以上的社会现象作比较而得出的，它们发挥着说明社会现象
的功能，具有分析、评论的性质。
例如，将某地区当年城市失业率与往年的城市失业率相比来说明失业情况的趋势等。
如果将描述性指标看成纯粹的原始材料或手段，则评价性指标已经是人们思维的结果，实现着人们的
某种目的了。
  2.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
主观指标反映的是人们对客观社会现象的主观感受，所以也称作感觉指标。
它表现为人们的心理状态、情绪、愿望和价值观念的判断等。
例如，人们对住房、就业、医疗和公共安全等的满意程度。
主观指标一般通过问卷，用满意或者不满意的程度或者评分的方法来测量人们的感受、评价或者态度
，通过主观指标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客观指标是对客观社会现象和事物的客观反映，也称非感觉指标，一般通过统计指标表现出来。
例如，空气指标，工厂的工程师数量，等等。
3.信息性指标与计划性指标。
信息性指标又称为信息型指标，它是人们对于现状或已经发生的社会现象的描述或评价。
它的作用在于理解过去和及时反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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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安工作评价的技术与方法》：公安部公安理论研究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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