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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警察特考及警大研究所考試「警察政策」趨勢分析 

==李如霞老師工作室提供== 

 

警察政策略可分為二大部分：公共政策理論在警察工作上之運用，以及警察政策

議題。 

一、公共政策理論在警察工作上之運用可依其內容分為三部分： 

（一）公共政策理論：不論是公共政策、警察學、警察政策等考試，必定會考到

與公共政策相關理論之內容，例如政策分析的概念與主張、市場失靈、政府失靈、

研究方法、政策制定過程、理性決策模式與漸進決策模式、滿意決策模式之比較、

博奕理論、團體理論及公共選擇理論等。這些與公共政策相關之理論等，皆為考

生所必背之重點。 

（二）警察政策之環境系絡：警察制定、施行政策，皆為維護治安秩序、保護民

眾安全，因此政策所要面對之環境必定與民眾相關。因而最貼近民眾之政策，例

如六星計畫、社區警政、問題導向警政等，即為一大重點。 

（三）警察政策之問題建構與議程設定、警察政策規劃與合法化、執行、評估等：

此為政策制定過程之各階段，而各階段之相關理論、專有名詞解釋、相關學者等，

亦為考題重點。 

二、警察政策議題亦可分為三部分：警察政策倫理、各國警政策略趨勢，以及警

察勤業務政策議題等。 

（一）警察政策倫理：此章節所重視的多為與警察執法行為、警察執行政策等所

要注重之倫理、人民之權利及相關民主概念等。 

（二）各國警政策略趨勢：此章節十分重要，尤其是各國警政轉變過程，以及現

今所著重之警政策略、相關理論等，例如第三造警政、電腦統計警政（COMPSTAT）、

理性選擇理論、破窗理論、女警政策，以及我國與他國警政策略之發展與調整趨

勢等。 

（三）警察勤業務政策議題：此章節之範圍非常大，與警察相關之勤業務政策皆

可能為考試題型。例如 101年警特三即出現內政部民國 101年年度施政計畫之相

關考題，由此推斷，內政部民國 102年年度施政計畫亦有可能成為出題重點；其

他與警察勤業務相關之議題，例如家戶訪查、勤區查察、社區警政、社區治安、

警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大法官釋字第 666號等，亦為需

注意者。目前所爭議之酒駕懲罰程度，以及與此相關之警察政策，亦應為考生未

來應注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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