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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8_AD_A6_E5_c24_169221.htm 人民警察在和平时期

担负着国家安危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为维护社会的稳

定、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人民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人

民警察法》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人

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工具，是国家的行政执法机关，他们

共同筑起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堤。在许多人的眼里，警察职

业是一种荣耀，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的代表，是神圣的，

也是不容被侵犯的。所谓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就是指人

民警察在执勤当中，如何正确运用好法律法规、掌握好本职

业务技能、发挥好自身体能素质，积极主动地完成好上级交

付的工作任务，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合

法利益免受到不法侵犯。据统计，2005年度全国共有49名民

警被授予一、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48个集体荣立一等功

；还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表彰奖

励 。在取得这些政绩的同时，却是409名民警因公牺牲，4078

名民警光荣负伤的残酷事实。尤其是近年来，一线警察在依

法执行公务中，受到推搡、殴打、辱骂、刁难、诬陷等袭警

、扰警、诽警事件经常发生。在上述问题中，除有的违法人

员被依法处理外，大部分民警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之下

只能忍气吞声，感叹当前执法之艰难。据调查资料中显示中

国警察人数仅占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七左右，多的地方超不过

万分之十，少的地方则达不到万分之五，警力不足已是不争

的事实。若按此比例计算，假如一个警察倒下了，岂不就等



于把1000甚至2000个公民置于危险之中吗？每牺牲一位民警

，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起人民群众的深切缅怀，但

是，并没有因此有效遏制民警在正当执法时遭遇侵害受伤甚

至牺牲的势头。一个民警牺牲了，再隆重的追悼，再深切的

缅怀，也挽不回警察的生命，毕竟社会的稳定、百姓的平安

需要更多活着的人民警察。警察是人民的警察，保护人民警

察，其实就是保护公民自己。分析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

淡薄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 其一：法治建

设的“滞后”、行政权力的“干预”： 警察的“自我保护”

意识淡薄的具体表现在袭警、扰警、诽警现象，它们体现的

是一种社会转型期心态。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更多地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现象产生

的背景，他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多种矛盾集中，很多人的心

态不够平和的表现。社会法治环境和公民法治心态的不完善

。个人权利意识增长过快，拒不服从管理，围攻殴打暴力威

胁伤害警察，这是对公共权利的一种蔑视。其产生的主要根

源还是政府滥用警力，激起民愤。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治安

稳定，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天职，但前提必须是依法执

行公务。只有依法执行职务，才能受法律保护。可是，有些

地方政府官员把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当作为其“平事”的工

具。比如：在城市开发中，政府既不征求群众的意见，也不

能按政策足额给予经济补偿，一道拆迁令下去，到期没有动

作就让居民强行拆除自己的住宅，怕居民“闹事”，就动用

警察来“震压”，群众本来因为拆迁吃亏了心里就对政府有

意见，再用警察来压制，不是火上交油吗？还有上工业项目

强行征用农民承包地、农民工要求政府帮助讨要拖欠的工钱



、下岗职工生活得不到保障等等原因引起的群众到政府上访

，政府官员为了“平事”，习惯于采取动用警力强行“震压

”来息访。要是遇到听话的，也就被“震”回去了，遇到不

听邪的，管你警察不警察，照样敢于动武。从而转移了矛盾

，使奉命行动的警察成了“替罪羊”。按理说警察是来对付

犯罪分子的，但是现在很多时候一旦地方政府出现搬迁“钉

子户”，更有甚者计生工作中有超生的不愿意交罚款都要叫

警察压阵，难免让老百姓产生抵触情绪。 其二：过份“人性

化”管理，强调无原则“照顾”： 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

淡薄的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人性化”管理认识上

的误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从已发生的袭警典型事件看，

有的群众把“人性化”管理视为警察的软弱，或理解为群众

的要求不受法律和规范的约束。少数公安民警的“自我保护

”意识淡薄表现在对“人性化”管理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

把它理解为对群众要求的无原则的“照顾”，对袭警事件缺

乏法律的对应措施。“人性化”管理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严

格的执法本身就是实现人性化管理的体现。公安机关担负着

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其内容与具体程

序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如果在法律规定之外推行过多的所

谓“人性化”管理措施，有可能造成规范体系本身的不确定

性，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执

法活动的社会效果，必须把“人性化”管理纳入到法律规范

体系中，强调规范的统一性与权威性，使执法者的活动获得

规范的支持。以人性的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法治力量既表

现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表现为对侵害民警合法

权益的违法行为的严厉惩处。对执法者权益的侵害，不仅是



对执法者权利的侵害，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亵渎。

来源：www.examda.com 其三：自身执法“素质”低、业务处

置“技能”差：犯罪升级、警务条件及其装备落后等因素固

然存在，但从袭警、扰警、诽警案件的侵害对象被害民警来

看，在绝大多数被害者中，其自身的“自我保护”意识的疏

忽或失误也是使袭警者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民警执法过程

中方法简单、执法不规范、处置不恰当，不善于在突发事件

中自我保护。尤其一些民警对新形势下的刑事犯罪，特别是

对暴力案件（如武装走私、贩毒等）的恶性程度及其社会危

害性认识不足，工作中习惯于拿“我是公安”或凭一身警服

，从心理上来震慑对方。殊不知一些歹徒，尤其是那些铤而

走险的暴徒，一旦与民警遭遇，往往会不择手段拚个“鱼死

网破”。为了少惹麻烦，干脆“刀枪入库”，执法时不带枪

支警械。在这种情况下，民警常常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据统计，在全省遇袭受伤的民警中，防暴、特警等警种仅

占1%，其他均为刑警、派出所民警等。 其四：极少数民警“

违法”，极个别案件“违规”： 在经历了广州孙志刚案、河

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胥敬祥案和成都火车站警

匪勾结案之后，警察的职业声望跌入谷底。发生在我们当中

的衡阳市珠晖公安分局东风路派出所副所长王晓东因涉嫌强

奸罪被衡阳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祁东“12&#8226.22”聚赌案

中，祁东县公安民警涉赌的4名民警给予禁闭。这一桩桩事实

极大地损害了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更加突出了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袭警、扰警、

诽警案件的频频发生，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不仅助

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使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维护



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产生了疑虑，甚至还影响了

民警执法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严重损害国家与法律的尊严。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民警依法执行公务，损害的是法律的

尊严和权威，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的是

社会的公共秩序，妨害的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正常管理。举

目而望，被老百姓视为“保护神”的人民警察屡屡被伤害。

让我们来共同注视几组镜头：（镜头之一）：2005年9月21日

，吉林农安县交警大队哈拉海中队中队长徐国辉在办公室遭

到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颈部、腹部被刺伤。（镜头之二）

：2005年9月9日，湖南常德市民警谭建新遭30余名村民围攻

报复，被非法拘禁7小时。（镜头之三）：2005年9月5日，陕

西西安市民警王军亮、王峰等在处理斗殴时被犯罪嫌疑人袭

击，背部、头部12处受伤。（镜头之四）：2005年5月30日，

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民警袁冬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拦车检

查时被犯罪嫌疑人刺伤，因流血过多而牺牲。（镜头之五）

：2005年4月22日，安徽巢湖市民警彭和平在处理殴斗时，被

犯罪嫌疑人殴打，后经抢救无效牺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