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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人民警察权力概述 一、警察权力的概念 警察权力是警

察法学的核心问题，警察的职能活动与警察权力有关，它是

实现警察职能、完成警察任务的根本保证。警察权力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国家机关警察行为的决策和实施的

权力，体现国家警察行为的权力。警察权力属于国家政治权

力的范畴，是国家基本权力的组成部分。狭义的警察权力，

是指国家法律、法规赋予警察为保障其任务和职责的实现享

有权力的范围。也就是警察职权。 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人民警

察权力，指人民警察职权，指国家依法授予人民警察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而进行的治安管理与惩治犯罪职能活

动的国家权力。警察权力作为国家的一般权力，在世界各国

是普遍现象，警察是国家的统治工具，任何国家的警察都具

有政治镇压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 我国人民警察的权力包括

：国家机关关于警察工作的立法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它是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众安

全的权力。由于警察担负着这样特殊的职能，所以，国家赋

予警察具有特殊权力的同时，为了保证警察在职务活动中依

法行使权力，对警察权力行使作出限制性了的规定，以划定

警察权力的范围，由于警察权力是在法定职责限度内行使的

，并受相应的制约，又称警察的权限。 二、警察权力的特征

(一)警察权力的国家性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就是说它是国家进行治理不可缺少的强力保障。国家权力



具有主权性，即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它

表现为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

。国家权力同时具有强制性，即依靠有系统的暴力来强迫全

社会服从它的统治。国家权力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即在本

国范围内要施及全体公民和所有社会组织；全体公民和所有

社会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本国的国家权力。不允许有任何

其他权力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或超越国家权力之外。国家权

力的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区别

，也决定了国家权力与其他权力的本质区别。 国家权力就其

内容而言包括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军事权等等

。警察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是直接体现国

家强制的一项重要权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军队、警

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警察权

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警

察权力的权利主体当然是国家。 （二）警察权力的法律性 警

察机关的各项权力均由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反映国家意志

，行使警察权力，是一种法律行为，警察权力只能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行使，接受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

的制约和监督。警察权力的法定性表现为：警察权力的内容

由法律明确规定，如《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的

职权。即人民警察不得有超越法定权限范围和滥用职权；警

察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对人民警察权力的行

使实施监督，保障警察权力的实现等。 （三）警察权力的强

制性 任何国家权力都具有强制性，而警察权力则具有特殊强

制性。所谓特殊强制性，表现为警察机关以暴力为后盾，能

采取行政的、刑事的强制手段和措施。特别是对违法犯罪分



子依法可以采取人身方面的强制，被实施警察权力的对象只

能服从的义务，有关机关也有协助的职责。警察权力的强制

性表现为：命令、禁止、处罚、强制措施等。 （四）警察权

力的特殊性 警察权包括行政部门所具有的许可、取缔、警告

、罚款、责令赔偿等权力，而且拥有强制隔离、约束、拘禁

、传唤等人身强制权力。警察权中还包括一系列其他国家权

力中所不具有的特殊的技术侦察手段。在发生紧急突发事件

时，还有紧急处置权、优先使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权等，

并可采取封锁地域、管制交通等手段。而且在许多情况下，

警察根据法律授权，随时可以作出决定，并且无须经过批准

、立即产生法律效力，任何人都必须服从。 （五）警察权力

的单方性 根据法律规定，行使警察权的主体只能是警察机关

或法律授权、警察机关委托的主体，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

个人无权使用。警察机关的意思表示，是国家意志的单方面

表示，不以当事人同意与否为条件。当事人一方不履行义务

时，警察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对

警察机关的行为，即使是违法或不当，当事人也不能自行否

定其效力，只能通过申诉或诉讼途径解决。 （六）警察权力

范围的层次性 警察具有广泛的权力，但权力的实施有级别、

警种之别。不同级别、不同警种的警察只能行使其警级、警

种范围内的权力。如我国对外国人违反入出境管理法规的行

为，警告、罚款、拘留权由县以上公安机关行使，限期出境

、驱逐出境权只有公安部才能作出决定。 三、人民警察权力

的构成 人民警察具有多种权力，每项具体权力的要求各不相

同，归纳起来，人民警察权力的构成必须具备权力执行者、

权力规范、权力设施和装备、权力信息四个基本要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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