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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主要内容简介：警察裁量权并非天然就是警察法治的对立面。实际
上，警察裁量权构成了警察行政之核心。其不仅有助于达成”个案正义”，更利于警察任务的高效完
成及“良好生活秩序”的维护。在社区警政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警察裁量权更是警察行政从传统“消
极行政”转为现代“积极行政”之重要媒介。徐文星编著的这本《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在
对西方法治发达国家警察裁量权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将其归为两种理想类型：传统警察裁
量杈理论与新警察裁量权理论。通过比较理想类型，结合我国警察角色和警政策略定位、警察权运行
背景及警察裁量杈实践等对我国警察裁量权进行全方位的深度研究。《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
》认为，警察裁量杈不仅仅是消极的，更是积极的。尤其在我国“两极化的警政策略”下，警察裁量
权的总体定位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的警政模式下，警察裁量权的总体定位的不同，
也体现为控制模式的选择应该与不同的警政模式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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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五，与社区关系方面，专业警政通过将警察角色定位于法律的执行，树立“有限警察”，
从而阻断了社区的过度干涉，这种做法有益于警察专业自主性的提升，但是，另一方面也阻断了社区
民众对于警政事务的积极参与。总之，专业警政之形成是基于政治模式下警察自主性的缺乏，以及警
察行政“泛政治化”的弊端。在专业警政模式下，警察权正当性的来源是法律规则而不是其他。而任
何与法律规则所不容的事项，都会被认为是对警察权正当性的侵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原来政治模
式下大量存在的警察裁量权在专业警政模式下被视为“恣意、滥权”，被视为“人治”的表现。因此
，在专业警政模式下，警察裁量权的总体定位是消极的，其重要性根本没有得到正面的认可。（三）
传统警察裁量权理论与法治自柏拉图之后，西方对于法治／人治孰优孰劣的争论就有了定论。亚里士
多德明确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但是，对于法治（mleof1aw）之应有内涵，自始至今也未有
定论。或许，正是对于法治存在着不同理解，人们才会对警察裁量权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也直接影响
到警察裁量权的定位以及整个制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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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我老师的博士论文，内容不错！希望对有志于警察行政法研究的童鞋有帮助！
2、刚看了一丁点，看完在评论吧
3、一本学术专著，对此感兴趣的可以一读，但是比较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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