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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成就。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维护社会长治久安、规范公安行政执法、规制警察自由裁量权和保障公民合
法权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
对于一部法律而言，颁布实施仅仅是一个起点。
鉴于此，要想增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效性，应该关注其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此加
以分析，找出制度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及时修订和完善，使之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更好地发挥应
有的各种功效，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作为公安院校的一名行政法教师，在教学科研中我一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非常关注。
《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在与返校培训的在职干警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对于这部法的具体适
用有着很多疑惑，反映出这部法在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种种不足，促使我进一步深入研究。
2009年，我和张莉斌同志共同主持的课题&mdash;&mdash;&ldquo;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安执法实践中具
体适用问题研究&rdquo;先后获得了四川省泸州市社科联市级课题批准立项（课题编号：LZ09B24）和
四川警察学院院级课题批准立项（课题编号：SCJY09009）。
随即，我和课题组成员一起按研究计划，展开了课题研究工作。
为了能将理论与实务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2009年2月至2011年8月，课题组先后前往四川省泸州市泸
县公安局法制科、泸州市公安局纳溪分局法制科，四川省绵竹市仕地派出所（农村所）、绵竹市西南
派出所（城郊所）和绵竹市城中所（城区所），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分局大山坪派出所（城区所
）、纳溪分局安富派出所（城郊所）和江阳分局况场派出所（农村所）以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凉
山市西郊派出所（城区所）和凉山市长安派出所（城区所）进行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座谈交流和调查问卷的形式，详细了解了各地基层公安机关和基层民警在
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时遇到的实际困惑和难题。
2009年3～9月，课题组部分老师和学生还充分利用在四川省绵竹市开展灾后警务援助活动的机会，跟
随基层民警一起办理治安案件，亲身体会《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平时，我们也和前来四川警察学院培训的四川省各地基层公安机关的干警，以及甘肃省和西藏藏族自
治区的干警们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了解、掌握他们的执法情况。
2011年11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公安局的同志还为课题组提供了相应数据。
除了实地调研的部门以外，课题组还邀请了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城西派出所、成都市公安局
新都分局巡警大队、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甘肃省临
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临夏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临夏县公安局韩集派出所、临夏县公
安局麻尼寺沟派出所、临夏县公安局马集派出所、临夏县公安局土桥派出所和临夏县公安局尹集派出
所的民警参与调查问卷。
此外，课题组还前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当事人
因不服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在上述调研活动中，我们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课题研究和写作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数据和实证支
持。
本书即为课题研究的最后成果。
　　由于不是纯粹的前沿理论研究，乍一看，本书或许显得比较散漫，但细读全书，读者应该能清楚
地发现我的写作脉络，本书采取的是从规范到实践，再从实践反思规范的这样一个研究进路。
我试图将制度设计还原于执法实践，从实务工作所反馈的各种信息中去进行理论分析，对法律条文的
修改和完善提出自己的建议。
由于时间仓促，实务中呈现的问题较多，本书无法一一概括，只能挑选一些比较突出、引起共鸣的问
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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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水平有限，看问题的视角不够开阔，各种思考或许不够全面，提出的建议也许有失偏颇，也难免
存在谬误，权当抛砖引玉，恳请学界同行和实务界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此，感谢四川省泸州市社科联和四川警察学院对课题研究给予的支持，感谢课题组成员对我写
作的全力支持，感谢各地基层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同志们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学员朋友们在交流
讨论中为课题研究提出各种建议。
感谢恩师莫于川教授给予我的悉心指导。
同时，也对本书引用的所有文献的作者一并表示感谢。
　　禹竹蕊  201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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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但涉及对警察权的设定，还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权益保障，关切市民社
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一脉相承，与民主法治的进程息息相关。
但凡制度设计都是一个反复试错、反复探索、不断进步的过程，这部法虽有巨大进步，但还存在诸多
不足。
本书作者从规范分析出发，辅以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查找《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施中
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并深入分析其原因和制度缺陷，针对具体法条一一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对今后
的法律修改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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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实务的>>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方法概述
　四、研究框架概述
第二章 对《治安管理处罚法》文本的基本评析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文本上的重大突破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文本上的明显不足
第三章 基层公安机关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调研的基本思路
　二、统计数据分析
　三、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
　四、调研情况总结
　第四章 《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难题之“认定难”
　一、法律规范冲突导致“认定难”引发的反思
　二、模糊条款导致“认定难”引发的反思
　三、技术性问题导致“认定难”引发的反思
第五章 《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难题之“证明难”
　一、治安案件的证明标准之反思
　二、治安案件的举证责任之反思
　三、治安调查制度之反思
　四、治安案件的证人作证制度之反思
第六章 《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难题之“执行难”
　一、实践中几类处罚的执行异化引发的反思
　二、罚款处罚执行困难引发的反思
　三、其他执行难题引发的反思
第七章 《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难题之治安调解
　一、治安调解制度的正当性
　二、治安调解“扩大化”、“原则化”之反思
　三、治安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之反思
　四、治安调解程序之反思
　五、治安调解艺术之反思
附录一 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建议
附录二 专题调查问卷样本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实务的>>

章节摘录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实务的>>

编辑推荐

《走进实务的:制度反思与重构》作者禹竹蕊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治安管
理处罚法》适用情况展开了比较系统和突出重点的调查研究，获得许多重要的研究结论，提出一系列
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例如，作者抓住《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中的四大突出问题——认定难、证明难、执行难、治安调解
——进行的系统深入分析，就富有指导制度实践和启发学术思考的重要价值。
如果有关机关能够采纳本书作者提出的修法建议，通过法定程序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适当修改
，相信它会成为我国治安管理和服务以及必要的处罚更完善的依据，也会成为健全我国行政程序法律
制度、行政责任法律制度和行政服务法律制度的一部示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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