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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与俄罗斯警务合作与警务比较》对中国与俄罗斯警务机构设置、警务活动，在上海合作组
织框架内的反恐进程、战术与方法等问题进行比较，从俄罗斯的禁毒与治理有组织犯罪的活动中探讨
经验与教训；解析中国公民在俄罗斯违法犯罪特点与根源，重点对中俄双边跨国追捕与遣返的执法合
作问题，两国刑事侦查权限、司法程序与法律认定等领域的差异、证据送达的效率与效力等一系列问
题进行了探讨；并比较研究了两国警察高等教育问题。

　　《中国与俄罗斯警务合作与警务比较》适用于研究中国与俄罗斯问题的、警务合作、警务比较问
题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参考，适用于法学专业、公安学和国际政治学专业的人士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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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1971年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祖籍山东阳谷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曾获得俄语
专业学士学位、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国际警务合作、在华外国人管理等问题的研究。
曾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留学和从事外援工作。
主持完成《中国和俄罗斯跨国追捕与遣返合作对策研究》、《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情报机制的构建》、
《中亚与中国警务合作障碍分析》等若干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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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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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俄罗斯反恐体系设置要比中国更具体化。
俄罗斯安全局国际反恐局的出现是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必然结果，俄罗斯一些专家认为这一机构
的成立使别斯兰人质事件的责任有了归属，其职能定位正是消灭别斯兰人质事件中那样的恐怖分子和
组织。
　　尽管俄罗斯反恐要务曾经从安全局转移到内务部，但反恐国际合作主要权限并不属于内务部，而
是属于安全局中的国际反恐局。
内务部在反恐国际合作上负责向成员国内务部部长理事会提交关于协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行动的建议
。
同时，它和联邦安全局共同发展谈判员培训体系，与联邦安全局联合进行教学与培训。
为了加速国际反恐合作的专业化，2004年10月12日，俄罗斯设立了联邦总统“国际合作反恐和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事务的专门代表处”，由安全局第一任副局长阿那图里·萨福诺夫担当特使。
俄罗斯从国家层面不断促进具有反恐职能的部门之间的联合，如2011年7月29日组成了由16个部委负责
人组成的打击极端主义跨部门委员会，以保障联邦权力执行机关的协调力和执行力。
　　在此，不妨做一种归纳，俄罗斯在划分反恐国际、国内业务时，更倾向于以业务行为的性质和属
性来分配主管机关权属；而中国更习惯于从便于权力的统一管理的角度来确定部门的职能与职责范围
。
　　俄罗斯国内激进主义活跃的问题由来已久。
但俄罗斯政府对它在本国存在、发展、壮大的认识经历了由无奈到痛下决心治理的过程。
它给国家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让俄罗斯强力部门最终将治理它的进程落到实处。
俄罗斯分裂主义思想的蔓延加速了仇外心理形成趋势，激进行为近年来已变成一部分俄罗斯人日常发
泄的方式，相关案件不断增多，年均500个类似案件发生，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
这个数目虽不算多，但潜在的危险关系到民族关系和冲突。
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治安混乱，引起精英层面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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