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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警察法若干问题研究》研究了警察法的八个方面的问题，包括：警察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西法东渐背景下的近现代中国警察法之历史发展；警察权；警察组织；警务保障；警务监督；警务合
作；境外警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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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警察法治基本范畴 基本范畴的“基本”，其含义是“基”和“本”本义结合后的引申
义，指根本的、主要的。
范畴是在整合“范”和“畴”的含义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而成，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
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一些基本范畴，如化学的化合和分解；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价值、抽象劳动、具体
劳动；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是类型、范围。
例如，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范畴。
范畴的这两层含义可以相对独立，侧重表达其中的一层含义，这两层含义结合更是全面确切地表达出
范畴的应有之意。
 作为一个学术用语的“范畴”，被认为译自Category一词，源于希腊文Kate.gotia，原意为指示、证明
等意，由于范畴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基本概念，即外延最广的概念，既有“洪”大之意，又有各成其类
之意，故译其为“范畴”。
对于范畴，亚里士多德认为范畴是表示存在的基本方式，这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康德认为范畴
是悟性的先验格式，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现在所谓范畴，指概念而言。
基本范畴则是以所研究领域内客观存在的总体现象为背景，对其中基本对象的本质和关系进行高度抽
象和概括的基本概念。
 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范畴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般的哲学范畴，这是最高层次的
范畴；第二个层次，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和自然辩证法的范畴；第三个层次，各门具体科学的
范畴。
以上三个层次的范畴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
高层次的范畴以低层次的范畴为基础，低层次的范畴为高层次的范畴提供了思想材料。
在研究高层次的范畴时，要涉及低层次范畴的具体内容；在研究低层次的范畴时，要以高层次的范畴
为指南。
 “任何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总是表现为将已经取得的理性知识的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系统
化，构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
”可见，建构范畴体系是一门科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所以，范畴体系的建构对于警察法治之意义
已经可见一斑。
 具体范畴总是存在于与其他范畴的联系中，总是与其他范畴一起构成有机联系的范畴体系，每一个具
体范畴都是范畴体系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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