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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9/2021_2022__E5_85_AC_E

5_AE_89_E5_AD_A6_E5_c24_19839.htm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

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其号码填在

题后的括号内。每小题1分，共10分) 1.贯彻严肃与谨慎相结

合的方针，要坚持“稳、准、狠”，关键是( ) A.稳 B.准 C.狠

D.既准又狠 2.对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监督形式中，更具有广

泛性、直接性的是( ) A.法律监督 B.工作监督 C.群众监督 D.公

安机关自我监督 3.强制传唤，属于强制执行手段，实施时须

经( ) A.公安派出所长以上的领导批准 B.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

批准 C.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的领导批准 D.市(地)级以上公安机

关领导的批准 4.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限于( ) A.早8时至

晚10时 B.早10时至晚6时 C.早8时至晚8时 D.早6时至晚10时 5.

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是由社会治安的( ) A.严重性决定

的 B.紧迫性决定的 C.综合性决定的 D.重要性决定的 6.下列选

项中，属于狭义公安勤务内容的有( ) A.巡逻 B.守候 C.跟踪 D.

监视 7.对公安学的体系，有着多种组合方式。从所包含的子

学科的不同性质上区分，有公安社会学科、公安技术学科和(

) A.公安基础学科 B.公安专业学科 C.公安技能学科 D.公安综

合应用学科 8.公安第二客体是( ) A.公安主体防范的对象 B.公

安主体保护的对象 C.矛盾主导方面 D.对社会有侵害性的客体

9.公安工作“盾”的作用表现在( ) A.预审 B.内卫 C.看守 D.侦

查 10.公安行为的作用是对公安客体实行能动的公安控制，以

调整有关( ) A.公安机关与管理相对人的社会关系 B.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 C.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关系 D.国家安全



与社会治安秩序的社会关系 二、多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五个

备选答案中选出二个至五个正确答案，并将正确答案的序号

填入题目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漏选均不得分。每小题2

分，共20分) 1.公安基本要素的内容包括( ) A.公安组织要素 B.

公安意识要素 C.公安实物要素 D.公安信息要素 E.公安法律要

素 2.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出发点是( ) A.有反必肃 B.惩办

少数 C.改造多数 D.讲究策略 E.区别对待 3.公安机关民主职能

的特点包括( ) A.直接性 B.强制性 C.单向性 D.广泛性 E.公开性

4.社会稳定包括( ) A.政治稳定 B.经济稳定 C.思想稳定 D.生活

稳定 E.治安稳定 5.在下列选项中，属于公安工作职业特征的

有( ) A.政治性 B.法律性 C.战斗性 D.社会性 E.机密性 6.由于治

安效益是保障性效益，所以具有以下特点( ) A.人们追求治安

效益的要求有不平衡性 B.治安效益需以折射的形式得到反映

C.治安效益有难于显现性、难于计量性 D.治安效益具有综合

性 E.治安效益具有延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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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