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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
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这一时期，公安机关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必须制定新策略、实施新举措、采取新
方法，以适应这一战略机遇期的新形势，切实担负起“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使命。
为此，大力开展公安理论研究，逐步完善公安理论体系，以理论指导实践，是加强公安工作、促使公
安工作实现成功转型的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公安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等理论问题，许多理论工作者和战斗在公
安一线的实务人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发展还是对公安理论体系的完善都是
大有裨益的。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警务机制概论》作者向池山同志，既有地方公安机关的工作经历，又曾在公安院
校任职，这样的经历既能够让他以学者的视角观察公安工作，总结其中的经验，又能够让他以实践者
的身份将有关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
两种经历的结合相得益彰，不仅使他对公安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为其深入探索公安理论
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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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池山，籍贯湖南省桃源县，1949年12月出生。
经济管理学研究生。
1966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技术员、干事、科长、政治委员等职。
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94年转入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任办公室主任、广州市公安局调研员等职，三级警监。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公安管理研究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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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传入说认为，汉语中的“警察”一词出现较晚，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语。
日本传人说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就开始效法西方建设新警察，与我国戊戌维
新时期试办新式警察相比早了30年之久；日本官方早在1875年3月制定的《行政警察规则》中就采用“
警察”一词；1880年日本曾改警视厅为警察本部，是直接用“警察”一词来命名的警察机关；中国与
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文中又大量借用汉字，日语中“警察”一词可以与汉语中“警
察”一词通用。
然而，正是由于上述的理由，我们又不得不怀疑，时隔若干年后，当中国的早期改良派特别是后来的
维新派在宣传西方的警政思想时仍然使用巡捕、巡丁、快役等称谓，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警察”呢？
关于中文里的“警察”一词到底从何而来，在这里我们不去深究。
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是：什么是警察？
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关于警察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中外辞典、中外警察科学教科书以及中外警察科学专著中找到数十种定
义或解释。
有的侧重于从警察的阶级属性来定义，有的侧重于从警察的职能定位来定义，有的侧重于从国家机构
或官员的类别来定义，有的把警察直接当作警察制度，有的以警察执行政务的特殊手段进行定义，有
的则兼顾几个方面进行定义。
《辞海》将“警察”定义为：“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置的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力量，也指构成这种力
量的人员，主要担负保障社会治安，预防、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侦察、逮捕犯法者等责任。
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不同类型的国家，警察的阶级性质不同。
”这个定义是一个比较全面地概括“警察”一词内涵的定义。
它不仅说明了警察的含义、警察的一般职能，并且突出了警察的阶级专政的性质。
这个定义实际上是我国辞书界或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警察观的理解。
新华字典将警察定义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的武装力量。
也指参加这种武装力量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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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早在2005年就萌生了要写一本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警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专著的想法，因为这时我已
经初步从烦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
当时定下的题目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现代警务》，但是由于研究环境受限，总是“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精力难以集中。
2006年，我看中了广州市公安局训练部大尖山训练基地这块偏远“宝地”，尽管这个地方蚊蝇猖獗，
但仍不失为一块搞理论研究的安静之地。
正是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重新拟订了全书的大纲，并且完成了“绪论”部分的写作。
全书的主要研究与写作是我到广州市公安局调研处工作以后完成的。
自从动笔至今，已近四个寒暑。
我和许多著作者一样，感觉“无知者最无畏”。
当初筹划写作时全然不知道撰写一部专著是如此的艰辛。
能够在退休之前完成这本著作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广州市公安局副书记高小燕和指挥中心主任汤渊博，没有二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这本著作恐怕还在艰苦奋斗之中。
在这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中，还得到了指挥中心彭新同志、陈耀森同志、调研处诸位领导及全体同志的
支持和帮助。
广州市公安局训练部的严孚良博士在本书的写作筹划阶段曾经对本书整体布局与章节安排提出过宝贵
的意见。
装备财务处的邓锡绵科长审阅了第十二章的全部内容。
全书初步写成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魏永忠教授对全书体例以及有关内容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
本书吸收了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书中很难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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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警务机制概论》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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