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6月1日 星期二 主编 王绍禹 编辑 陈静 校对 刘畅 版式 王小羽

A40A40
大视野

傅政华

从刑侦专家到北京公安局长

一向低调的傅政华还是不可避免地高调起来，不过正像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时评节目中
所说：“想不高调恐怕也不能了，但它不一定是北京公安局的高调。”

央视节目还评论说，因为这位新晋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向某种特权来进行坚决的挑战，并且捍
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概念”，结果“是大家普遍看到了一种正面的情绪”。

严格地讲，傅政华从2月履新至今已有整整3个月，人们都期待这位对公众来说还甚为陌生的局长继续他的“高调”。后奥
运时代，北京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选择：几年来因重大活动对“黄赌毒”采取的高压态势能否继续？常态管理下，如何以最波澜不
惊的手段维护市民平静的生活？

一如白岩松所言：“与其说是新局长的动作，不如说是新北京的要求。”重任就担在这位55岁的厅级官员肩上。

一直都是个非常好学的人
中国公安大学犯罪系教授武伯欣在 1986

年第一次见到傅政华，那时，31岁的傅政华还
是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一大队大队长。

当时海淀区紫竹院公园附近发生了杀人碎
尸案。傅政华听说武伯欣在搞犯罪心理研究，
就把他和另外几位专家请到现场，协助破案。

武伯欣回忆，他当时非常感慨：作为市局的
基层指挥员，傅政华能够想到调动犯罪心理学
专家来合作破案，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非常难
得的。而年轻时的傅政华给他的印象是“有点
内秀，比较内敛，性格不张扬”。

武伯欣说，傅政华一直都是个非常好学的
人。上世纪70年代末公安工作走上正轨，他开
始显露出实力，并得到相对快速的擢升。

早就决定要规范娱乐场所
傅政华一直非常关注最新的犯罪心理学研

究成果。“他办案思路很开阔，不像一些长期搞
刑侦的人那样，习惯性地凭经验办案。他当局
长后还定期让市局研究室的人给我们提供一些
疑难案件的材料，让我们帮助分析。我们的意
见他们并不一定每次都采纳，但是至少很重
视。”武伯欣说。

武伯欣和傅政华一起办过很多大案要案，
他对于其中的一起案件至今记忆犹新。

1995年左右，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地区连
续发生杀人案件，被杀者全都是女性，多为娱乐
场所的有偿陪侍小姐。傅政华又把武伯欣和一
些专家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这起案件告破后，傅政华对一些案外情况
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分析。“我们在一起聊过，
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都跟歌舞厅有关，这是一
个源头。”

武伯欣觉得，正是由于不断发生类似案件，
使傅政华很早就决定严厉打击这些娱乐场所中
的违法违规现象。

“所以这次在他上任之后的‘扫黄’行动，也
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武
伯欣认为。

办案时，他是个有人情味的刑侦专家
曾任公安部刑侦局四处处长的李东海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傅政华。他说，自己对傅政华

最初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人很精。进一步接触后，他感觉到傅政华是一个“细心、严谨、讲科
学”的人，同事关系也非常好，跟他合作的人都相处融洽。

更为重要的是，傅政华虽然是刑侦专业出身，却并非无情之人。
有一年在海淀区昆明湖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侦查发现是一起情杀：妻子在外面偷情被丈夫

发现，两人发生争执和扭打，丈夫在暴怒之中杀死了妻子。
武伯欣跟傅政华说，能否从公安这方面建议从轻处罚，“不要给这个丈夫判死刑，因为他们

还有个很小的女儿”。而且凶手也是道德上的受害者，并非故意谋杀。后来，这个丈夫果真没
有被判死刑。“我估计是他过问了这个事情，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他的善良。”

武伯欣说，在这次“扫黄”行动中，上千名有偿陪侍小姐也是被遣散，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收
容和劳教。“很多事情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他能做到这一点。”

查办曾经的同事，他没有顾及情面
熟人印象里的傅政华，不吸烟不喝酒，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研究问题。“这20年

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对刑侦工作一如既往地热爱。”武伯欣和他相
熟20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唱过一次歌。

2009年以来傅政华参与黄光裕案的调查工作。该案牵扯不少高级警官，如公安部部长助
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等。

武伯欣说傅政华应该也是该案负责人。“这些人很多都跟他当过同事，至少也都有过交
情。但是他办得很彻底，没有顾及旧日情面，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很有分寸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孟宪文，过去曾是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副局长，他第一次
见到傅政华的时候，对方还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年轻警员。孟宪文认为，傅政华相对快速的升迁
得益于他的聪明能干、善于团结人。“他对待周围的人一直很虚心，即使后来职务高了，他仍然
是不叫‘老师’不开口，待人非常亲切。”

新局长的挑战和任务
不过，在北京市公安局长任上，傅政华将面

临新的挑战——除了需要转向全面管理，如何
应对新职位的特殊性，更是他真正面对的难题。

武伯欣说，北京近年来一直处于“特殊时
期”：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那是一种
非常态的治安手段。一般大型活动之后刑事犯
罪率似乎都比特殊时期多，现在才是常态。”

2005年北京就开始备战2008年奥运会，通
过公安部的统一调度解决了整体防控战略中警
力不足等根本问题。但60年大庆结束后，北京
已无法依靠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援，整体防控开
始接受真正的考验。

而且在全面主持北京市公安工作后，刑侦
出身的傅政华所面对的不只是必须惩罚的犯罪
分子，他还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来维持北京的稳
定局面。 据《瞭望东方周刊》

“黏液质”性格：稳重不动摇
虽然傅政华平时对下属非常体恤、关爱有

加，但在工作上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
武伯欣说，傅政华有一个习惯，一个案子部

署下去后会定期督察。他会把案件分成几条线
后派人去办。他常对办案人员说，你去查这条
线索，如果在你这个线上出现问题，你就不要再
担任队长了。他要求底下的人尽职尽责，否则
就严格问责。

武伯欣说，傅政华经常顾不上家人。“他家最
早在公安大学的西面，很简朴，他也不大讲究待
遇。”傅的妻子不在公安系统工作，也很少出现在
他的同事面前。

自从傅政华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市
公安局提拔了一批搞刑侦的能手。比如现任北
京警察学院院长的左芷津，曾是北京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还有原来东城刑警支队队
长马曦初，也属于专家型骨干，已调到北京市公
安局刑侦总队任副总队长。

搞了一辈子心理分析的武伯欣说，他觉得
傅政华属于“黏液质”性格的人：内敛而稳重，却
不易动摇，认准了目标就会积蓄力量直到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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