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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5_AD_A6_E5_c24_183022.htm 第三节 公安机关的

职能 一、公安机关的基本职能 公安机关的最基本的职能是：

对敌人专政的职能和对人民民主的职能。 这两个基本的职能

，是由公安机关的性质规定的。这是对公安机关多种职能的

高度概括，集中反映了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根本

属性的要求，既体现了阶级性，又体现了社会性、管理性。 

二、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来源：www.examda.com （一）公安

机关专政职能的概念。公安机关专政职能，是公安机关机关

依法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

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实行镇压、制裁、控制和改造，以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的权利。 1、 这一专政职能是专门

用以对付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其实

质是公安机关代表国家和人民对敌人的政治统治。 2、 专政

对象。公安机关报的专政对象是随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阶级关

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专政对象是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不仅

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和人民利益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还包括对我国进

行渗透颠覆的各种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3、 专政手段。公

安机关报的专政手段是依据法律和下策对专政对象实行镇压

、制裁、控制和改造的各种手段。但是，不能把专政简单地

理解为暴力打击。 （二）加强公安机关专政职能是长期的任

务。来源：www.examda.com 1、 阶级斗争、各种违法犯罪活

动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还长期存在，必定要进行



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同他们的斗争

不是短期的。因此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这是公安工作的长期指导思想。 2、 强化公安机关的专政

职能，要从侦察、控制、防范、打击、改造等方面实力上加

强。归根到底是要从公安组织、公安意识、公安实物和公安

信息四个要素上全方位地加强。 三、公安机关的民主职能 （

一） 公安机关民主职能的涵义 1、概念：公安机关的民主职

能，是公安机关服从人民的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

人民的公仆和卫士，依靠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调动

人民的治安积极性，正确处理有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方面

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公安机关的民主职能的实质，是人民

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2、

民主职能的内容。 第一， 依靠人民。 第二， 保护人民。 第

三， 教育人民。来源：www.examda.com 第四， 管理社会安

全事务。 第五， 为民服务。 3、民主职能的特点。 第一， 直

接性。 第二， 广泛性。 第三， 公开性。 4、民主职能的意义

。 第一、 有助于加强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第二

、 有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治安积极性。 第三、 有助于公安机

关置于人民的严格监督之下。 第四、 有助于加强公安法制建

设。来源：www.examda.com （二） 不断发展公安机关民主职

能是时代的需要。 1、增强人民警察的民主意识。 2、公安机

关民主职能规范化。 3、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4、广泛开

展为民服务活动。 5、充实和完善实现民主职能的必备条件

。 四、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和民主职能的关系来源

：www.examda.com 1、专政职能是实现民主职能的基本保障

，民主职能是发挥专政职能的基础条件。 2、公安机关对敌



人的专政越有力，人民的民主、安全等合法权益就越有保障

。 3、公安机关对人民的民主实现得越充分，对敌人专政的

社会基础就越牢固深厚。 4、在公安机关的专政与民主这一

对职能范畴上，片面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忽视或削弱另一方

面，甚至人为地割裂、对立起来，都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

两者辩证关系泊结果，都会有损公安机关的人民民主专政性

质，不利于公安工作发挥应有的社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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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