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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9/2021_2022__E5_85_AC_

E5_AE_89_E5_9F_BA_E7_c24_169490.htm 第一章 公安机关的

性质、职能和宗旨 一、考试要点1. 公安机关的建立与发展 (1)

警察的含义(2)警察的起源(3)警察产生的条件(4)古代警察(5)

近代警察(6)近代警察的管理体制(7)我国近代警察的建立(8)近

代警察与古代警察的区别(9)警察的本质特征(10)警察的基本

职能(11)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公安机关(12)“文化大革命”

前17年公安机关取得的伟大成就(13)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公

安工作遭受严重挫折(14)在新的历史时期公安事业在改革中

创新发展 2.公安机关的性质 (1)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

的重要工具(2)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执法机

关(3)公安机关具有武装性质来源：www.examda.com 3.公安机

关的基本职能 (1)公安机关的基本职能(2)公安机关的专政职

能(3)公安机关的民主职能(4)公安机关专政职能与民主职能的

关系 4.公安机关的宗旨 (1)公安机关的宗旨(2)公安机关的宗旨

是公安机关性质的必然要求(3)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的要求(4)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 二、考试要点详解

(一)公安机关的建立与发展 1警察的含义警察在世界各国有不

同的含义，在我国是具有武装性质的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国

家安全的国家行政力量。“警察”的这一概念表明了警察的

性质和警察的任务。警察的性质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

行政力量；警察的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世

界各国都拥有自己的警察力量，有的国家甚至不设军队，但

都建有自己的警察机构，设置专职的警察力量。 2警察的起



源警察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警察和警察机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它随

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原始

社会没有警察。警察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家是维

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组织；而警察则是这个组织中执行国

家专政职能的工具。决定警察必要性的直接因素是由社会矛

盾引起的犯罪、对抗冲突和社会秩序问题。 3警察产生的条

件来源：www.examda.com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

生，是警察产生的经济条件。第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

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是警察产生的阶级条件。第三，维护

统治秩序与惩罚犯罪的客观需要，是警察产生的社会条件。

第四，国家机器的形成，是警察产生的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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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