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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人民警察义务的概念和特征 （一）人民警察义务的概

念 权力与义务是相对应的，人民警察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

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

的职责，赋予了人民警察权力，但同时也确定了人民警察相

应的义务。人民警察义务是指由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人民警察

在履行警察职责，行使警察权力活动中，必须予以履行和遵

守的行为要求。 （二）人民警察义务的特征 1、义务具有强

制执行性。人民警察义务是由人民警察法律法规规定的，该

义务确定了人民警察在行使警察职权与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应

当实施的行为。而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人民警察所

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也就确定了该义务实施具有不可违抗

性。是依靠强制力量保证实现的，是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2、人民警察义务规范了人民警察的行为。人民警察义务的基

本内容，确定了人民警察在执行警察职务时必须依法作出一

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通过人民警察法律法规的规定，

将其作为人民警察执行警察职务所需履行的一种责任。 3、

人民警察义务具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人民警察义务是由人民警

察法律法规所规定，具有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一种人民警察

行为准则。人民警察法律法规将人民警察义务作为警察机关

及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活动中必须予以履行和遵守的行为规

范，是严格执法的保证。违反其法律规定和要求，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二、人民警察义务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警察法》在其第21条所确定的内容中，对人民警察所应

尽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人民警察法要求人民警察必须履

行的义务具有以下五种情形： （一）社会救助义务 人民警察

法规定，当人民警察发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

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主动采取救助措施。无论在何

种情况下，只要发现公民处于危难情形之中，必须采取所能

采取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实施救助。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

全是人民警察的基本任务之一。在该义务的履行中，即使公

民没有求助，人民警察也具有主动救助的法定义务，即具有

不得逃避救助的责任。 （二）解决纠纷的义务 根据人民警察

法的规定，人民警察具有应公民要求，帮助公民解决纠纷的

义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纠纷是难免的，而许多纠纷

借助一定的外力的帮助与调和方可得到解决。当公民遇到纠

纷，基于对人民警察的信任，求助于人民警察，希望得到帮

助，人民警察就应当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予

公民相应的帮助。这同时也是防止矛盾升级的一项重要手段

。 （三）及时查处报警案件义务 报警案件可分为刑事案件的

报警和治安案件的报警。无论是刑事案件报警，或是治安案

件报警。都与受害人的切身利益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是警

察机关掌握违法犯罪信息，查处违法犯罪的一条重要途径。

人民警察法规定，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明确

的确定了受理和查处报警案件是人民警察的职责。当遇有公

民报警的，人民警察应立即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及时进行

查处，不得拒绝和推诿，并且也不得拖延。对于不属于自己

管辖的事项，应及时向有权机关或部门通报，而且应向报警

人说明理由。如果是属于紧急情况，应首先采取相应的措施



。 （四）抢险救灾义务 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抢险救灾也

是人民警察应履行的义务之一。险情和灾情，主要是指人为

的工厂、矿山、建筑物等重大责任事故；重大交通事故等。

以及自然灾害，即水灾、火灾、地震等。当发生险情和灾情

，往往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如果不能及时采取

有效的抢救措施，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人民警察法规定

了人民警察遇有险情和灾情发生时，应当义不容辞地积极参

加抢救。尽力减少或避免损失。 （五）参加社会公益工作义

务社会公益工作为社会全体成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和生活

空间而开展的一项公益工作，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社会

义务。作为人民警察，同时也是社会成员中一员。参加社会

公益工作也是人民警察应尽的社会义务。人民警察法将参加

社会公益工作，作为义务规定于法律法规之中，就是要求每

一名人民警察都必须做到积极参加社会公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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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