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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一、人民警察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一）人民警察法

律关系的概念 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所确认的当事人之间的

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人民警察法律关系指由人民

警察法律规范所确认的警察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具有权利义

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二）人民警察法律关系的特征 1、人

民警察法律关系的产生以人民警察法律规范存在为前提。人

民警察法律关系是以人民警察法律、法规及规章等为依据，

在调整警察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与相对人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关系。没有形成这种特殊的权利与义务的

法律关系人民警察法律、法规及规章。人民警察法律关系就

不可能产生。因为，未经法律调整而形成的关系，只能是一

般的社会关系。 2、人民警察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恒定性。

人民警察法律关系的主体中，必有一方是警察行政主体。依

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警察行政主体在警察法律关系中具有

固定性和不可代替性。人民警察法律关系的产生是以警察行

政主体依法行使警察职权而产生。没有警察行政主体行使职

权，就不可能形成警察法律关系。所以，警察行政主体是任

何一个具体警察法律关系都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不是警察法

律关系。 3、人民警察法律关系具有非对等性。人民警察法

律关系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一样，在发生人民警察法律关系

的双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在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依

法行使警察行政职权的过程中，无需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警



察行政主体在警察法律关系中，居于支配、指挥的地位。对

于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所提出的要求和作出的决定，行政相

对人只有接受的义务。所以，人民警察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

制力保证实现的社会关系。 二、人民警察法律关系的构成要

素 人民警察法律关系是由警察法律关系所确认和调整的当事

人之间具有权利与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人民警察法律关系

的产生是以人民警察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是人民警

察法律规范所调整警察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过程中形

成的特殊的法律关系。人民警察法律关系中始终必有一方是

警察主体。警察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内容三个要素构成

。 （一）人民警察法律关系主体 人民警察法律关系主体是指

在人民警察法律关系中依据警察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

当事人。在警察法律关系中由于当事人之间所处的法律地位

、权利与义务的不同，可分为： 1、警察主体。警察主体是

指依法代表国家行使警察权利，承担警察义务的警察机关或

法律授权的组织。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是人民警察法律关系

最主要的主体。人民警察法律关系的产生，是以警察机关及

警察人员依法行使警察权利、履行警察义务为前提条件。 2

、警察行使职权中的相对人。警察行使职权中的相对人是指

在人民警察法律关系中与警察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

它与警察主体一道构成警察法律关系。 公民从出生到死亡，

便产生户籍管理、省份证管理。也可能涉及公民出境、入境

产生出、入境管理法律关系；也有因涉嫌犯罪被追究等与警

察机关产生法律关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

组织的治安管理；消防管理；特种行业的管理等等。免不了

与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发生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警察机关



及警察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其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公民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组织，是构成人民警

察法律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在警察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

被支配地位。同时，也对警察主体所实施的警察行为进行监

督。 （二）人民警察法律关系客体 警察法律关系客体是指警

察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警察法律关系

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若没有具体的对象，也就丧失其存在的意

义，就不可能产生警察法律关系主体。因为警察法律关系的

权利与义务的实现，是以其指向的对象，即目标所在为条件

。根据警察法律法规的规定，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依法行使

职权指向的对象主要包括： 1、公民的人身权。公民人身权

利与义务包括公民的身体权利与义务和公民的身份权利与义

务两个方面。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根据警察法律法规的规定

，警察的职权与职责决定了警察有义务维护公民生命健康权

，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依法对公民的身份进行管理和确认；

公民因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有权剥夺

其人身自由权等。公民由此而成为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依法

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所指向的对象，成为人民警察法律关系

客体。 2、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指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

物质资料。物质财富自身没有意识，其存在本身不是警察法

律关系客体，但是物质财富的存在会引起警察主体与相对人

之间发生因物质财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如：警察主体因

执行职务的紧急情况下而产生的征用交通工具，或者拆除相

关建筑物。由此而导致的补偿；因发现违法违禁的物品等，

便产生了收缴、没收等行为。物质财富一旦与警察主体行使

职权和履行职责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物质财富也就成为了人



民警察法律关系中指向的对象。 3、行为。行为是指警察法

律关系主体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行为分为作为或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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