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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已成为全球瞩目的课题，我国警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早

已凸现。针对目前人民警察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表现及其影响，以找到增

进警察心理健康的策略。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根

据近半个世纪研究心理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大量事实

后，把健康定义为：“不但是身体没有疾病或虚弱，还要有

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该定义为“健康

”赋予了新的内涵，它要求人们不但要重视生物因素，也是

重视心理社会因素。有鉴于此，“心理健康”作为一个全球

瞩目的课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一、心理健康

的涵义、标准及其意义 心理健康是相对生理健康而言的。健

康的心理一般是指一种内心世界平衡稳定、人格健全、能以

社会认可的方式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及其发展的良好精神状态

。心理健康应包括：智力正常、情绪稳定、心境良好、意志

坚强、人际关系和谐、人格健全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高科技、

劳动市场的竞争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整个社会成

员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

越多。警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警务工作的特殊职

能决定了其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一般社会成员更加突出。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的心理压力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

调节和缓解时，心理压力就会转化为行为的反向动力，使人



出现一些反常行为。这些行为轻则影响工作效率或对身心造

成伤害，重则导致“自杀”或“激情犯罪”。公安机关内部

出现的“赵林事件”、“霸州、禹州惨案”便是典型。它告

诉我们：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国家法律

赋予的较大的执法权与执法空间，但同时警察又是一个高应

激、高对抗性和高危险的职业，警察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心理障碍，若不能及时排解、疏导，后果将不堪

设想。因此，正视警察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分析其产生的

原因与表现，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以矫治，对于提高警察的

综合素质，增强公安队伍的战斗力，进一步搞好新时期的公

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警察心理健康的

因素 总的说来，警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由警察职业心理

压力所直接造成的。公安工作是一种压力密集型的工作，这

就意味着从事公安工作的人民警察所遭受的压力比其他职业

的人员要大得多，其压力来源也广得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

下四个方面： （一）工作压力 1、警察工作的特殊性 人民警

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

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有特殊而严肃的职责，有国家依

法赋予的权力以及行使权力的种种手段，这些权力与手段运

用得正确与否，对党、国家、人民的利害关系极大。显然，

警察的工作不同于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5一般的工作

，不仅易成为社会公众注意的中心，而且责任重大。再从警

察的职业特点来看，由于其工作涉及面广，处在对敌斗争的

第一线，接触社会的阴暗面多，所受的消极影响大；因手中

握有国家依法赋予的一定的特权，受诱惑的机会较多；执行

任务高度分散，受腐蚀的可能性大。因此，警察的职责要求



其必须有良好的自豪感、理智感，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顽强

的毅力等心理品质，而警察的职业特点又决定了其必定面临

着众多的诱惑，容易出现越轨行为，使警察经常处于高度警

惕状态而导致警察心理压力过重。 2、警察工作的危险性 周

恩来早在1949年10月5日的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

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周恩来的这

段话，既充分肯定了公安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又从另一个角

度说明了，在和平年代，警察是一种比军人更危险的职业。

当今世界，受国际环境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负效应的影响，我国的刑事犯罪日趋复杂多样，犯

罪活动呈现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智能化趋势，黑社会

及暴力犯罪形势严峻，处在斗争第一线的人民警察很难避免

流血和牺牲。据统计，2001年，全国有433名民警以身殉职。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全国已先后有 8000多名民警为国捐躯

，还有十几万名民警光荣负伤。可以说，我们的民警是“天

天在牺牲，时时在流血”。由于警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警察

工作会经常地面对暴力行为，不断地面临死亡的危险，从而

使从事警察工作的人精神上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3、警

察工作的繁杂性 《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任

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生安全、

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罚违

法犯罪活动”。由此可知，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相当广泛和繁

重的。目前，我国公安队伍总人数虽然已突破#*&amp.万，但

仍然存在着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和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

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如世界上许多国家警察人数占人



口总数的千分之三左右，而我国则平均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

一。由于现有警力和繁重的公安任务形成巨大的反差，警察

只能超负荷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无工作日和节假日之分

，还要经常应付一些突发性事件，吃无定量，睡不应时，有

时几天几夜风餐露宿，使自己的生物钟遭到破坏。此外，警

察的工作范围很广，除了维护秩序，打击犯罪，更多的还要

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使警察总是有做不完的事而心力

交瘁，产生厌倦、烦躁的不良心境，在工作中易犯“冷、硬

、横”的毛病。 4、警察内部矛盾压力警察是国家的准军事

力量，因此，警察个体所体验的心理压力与警察的管理体制

以及上下等级的严明制度是分不开的。警察内部有特定的组

织纪律性，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而这

种绝对服从关系，易滋长领导的粗暴与专横，使警察在工作

中处处感到压力，难以适应。此外，某些领导的偏见与不信

任，政绩判定失当，也易使一些警察因领导失之公正客观而

产生逆反心理。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比较紧张的单位，同事关

系、上下级关系不融洽，工作中无法配合，往往导致压抑、

多恐惧、丧失自信心等多种症状。 （二）社会压力 1、社会

竞争的压力 新的经济体制，新的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了铁饭

碗。择优录用和竞聘上岗、转岗分流和下岗特业，是每个社

会成员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为顺应时代潮流，加快公安队伍

建设的步伐，公安机关内部也实行了任职资格考试、公开选

拔、竞争上岗和岗位量化考核、低分培训、末位调整、辞职

制度等激励机制，也给一些文化低、年老体衰或工作任务繁

重的警察造成极大心理压力。 2、社会舆论的压力警察的主

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公众也常把警察称为“



人民的卫士”，并对其寄予很高的期望。但“干预、禁止、

取缔”的强制性工作，使警察受到群众较多的误解、偏见甚

至打击报复等不公正待遇。如执法严格常常引起社会上的某

些非议；维护公共秩序常使警察站到民众的对立面；发生重

大案件一时难以侦破，可能会遭到社会的责难等等。加之一

些新闻媒体不负责任地失实报道，推波助澜，都将给警察的

心理上带来压力，也会严重地挫伤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3、

社会权势的压力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以及观

念转变的特殊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尚不健全，使人民警

察的执法环境大打折扣，“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

象屡禁不止，加之受现行公安体制的制约，使公安机关特别

是基层公安机关在执行法令、政令、警令的过程中，经常受

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一些地方随意动用警力，如指

派警察参与催粮、催款、征税、计划生育等大量非警务活动

。有些地方甚至硬性给公安机关下达创收指标，利用公安职

权滥收费、乱罚款，导致执法工作受利益驱动，引发种种冲

突和消极腐败现象。基层公安机关由于人事权、财政权都受

当地的管理制约，亦显得无可奈何。长此以往，必然加重警

察负担，影响公安工作任务的完成，招致人民群众对公安机

关的诸多非议，使警察失去群众的信任，自己也会失去工作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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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