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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 

103年警察人員三等特考行政警察人員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考題解答 

▲美國警政學者 James Q. Wilson將警察之功能或角色分為「看守

人」（Watchman Style）、「執法者」（Legalistic Style）與「服務

者」（Service Style）三種型態，請說明其內涵為何？ 

答： 美國警政學者 James Q. Wilson 謂欲瞭解警察執法之型態，必

須先瞭解各該社區之生態環境，因為警察之工作深受其環境之

影響。故經過對美國境內八個社區之現地調查研究之後，其結

論為政治對警察之影響固然重要，但社區環境之影響更大，是

以不同的社區環境會產生不同的警察工作型態。所以他創造了

著名的警察工作的三種型態： 

看守人型態（watchman style）： 

存在於較貧窮社區。 

執法者型態（legalistic style）： 

存在於大都市。 

服務者型態（service style）： 

存在於同質性較強的中產階級的社區。 

備註：參李如霞老師工作室著／PA026新編警察勤務精粹，五版一刷，

頁 35。(免費試讀，馬上體驗) 

參朱源葆博士，〈警察角色、組織與執法型態〉。 

  

http://www.moex.com.tw/phpshop_e/shop.php?id=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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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 
▲試依據國內、外警政學者所論述之警政發展可分為那幾個時期？其

各時期之重要內涵為何？然有謂美國於西元 2001年遭受 911恐怖

攻擊之後，乃有國土安全警政（Homeland Security Policing）之

產生，而其中所謂之情資（報）導向之警政策略（Intelligence Led 

Policing）之意義以及與前述各時期之異同為何？ 

答： 警政發展之時期及其內涵如下： 

建立時期的警政： 

「現代警察」概念之形成，最多也只能推至二百餘年前的法

國警察，其形成，應該在西元 18世紀中葉，尤其在西元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更形茁壯。至英國皮爾爵士在西元 1829

年之首都警察法案中以民眾警察之概念，擺脫以往政治之干

預，並以專業化之概念，創立了大多數警察研究者所公認為

「現代警察」之發軔的新警察制度。此可區分為大陸派與海

洋派之警政哲學或思想。 

專業化時期的警政： 

綜合和麥先生與威爾遜先生（著《警察行政》一書）之主張，

其中心工作內涵如下： 

權力： 

僅來自於法律。 

功能： 

縮小變成犯罪控制之功能地位。 

組織的設計： 

從分權模式轉成為某種程度的集權模式。 

服務之型態： 

為專業的犯罪抗制者之角色。 

與環境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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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貪汙及發展其專業素養，試圖避免與社區有密切之

關連性。 

技術與科技： 

預防式的汽車機動巡邏取代以往步巡的方式，不但有嚇阻

之效果，亦可使民眾更有安全感。 

工作評估標準： 

以犯罪控制之良窳，作為評定警察工作之標準。 

社區警政發展期： 

在社會環境與全球警政之社區警政之影響下，警察勤務在民

眾之服務與民力資源的整合方面逐漸多所突破，例如實驗三

班制勤務、試辦專責警勤區、將警察勤務條例中之勤區查察

修正為以家戶訪查為主、各類民力之整合與開發以及與治安

有關之服務項目的開發等。 

近年由於社會快速發展，民眾對警察工作之品質要求日高，

對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亦相對提升，故執行警察工作不僅要

提高服務量與量化之績效，更要提升服務品質。故本時期之

勤務改革，因社會之多元化與地方自治之發展，各地方之警

察機構常推出勤務革新之創意策略及作為。 

國土安全警政時期中，情資（報）導向之警政策略之意義以及

與前述各時期之異同： 

西元 21 世紀初全球警政發展的重要新策略為警政社區化、警

政民間化、問題導向警政、品質警政、預警式警政管理、整合

型的警政、美國 911 後發展成的國土安全警政（Homeland 

Security for Policing）及其衍生之情資（報）導向警政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各類治安機構資源整合機制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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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將聯邦、各州及地方警察機構整合、聯繫之平臺。 

強調情報之整合與分析運用： 

在新建立之整合平臺上，將資料（data）或資訊（information）

發展為有用之情報（intelligence）。 

備註：參李如霞老師工作室著／PA026新編警察勤務精粹，五版一刷，

頁 161～172。(免費試讀，馬上體驗) 

參朱源葆數位函授教材／PD026警察勤務 9.警察勤務總評量

－問答題 第 1.89節 警察勤務發展。(免費試讀，馬上體驗) 

  

http://www.moex.com.tw/phpshop_e/shop.php?id=554
http://www.moex.com.tw/phpshop_e/shop.php?id=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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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警察人員三等特考行政警察人員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考題趨勢 
本次考試第一題考警察工作的三種型態，為「警察任務」之範圍；

第二題考「警察勤務發展」，並以最新之國土安全警政時期中，情資

（報）導向之警政策略作為本題重點。 

本次命題方向應自學運產生之問題所延伸，第一題實帶領考生思

考在警察行使職權屢屢受到質疑的今日，警察究竟應扮演什麼樣的角

色；而第二題的情資（報）導向警政亦明顯是因應學運產生之重要議

題，如同警大二技公文所述：「綜觀近期聚眾活動型態，大多以臉書

（Facebook）號召動員，其人數及組成分子較難掌握，且活動形態明

顯轉為激進。請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運用全國情資網路，確

實掌握陳情抗議團體之動、靜態，掌握機先、慎防危安事件發生，確

保良好社會秩序。」可見情資（報）導向警政所受到之高度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