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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5_AD_A6_E5_c24_201648.htm 第三节 全面加强公

安法制 一、建立健全的公安法制 加强公安法制，其目标就是

建立健全的公安法制。 一种法制是否健全，不能只看它的法

律体系和法律文件是否完备，还要看其是否顺利实施。 健全

的公安法制，是在公安法规的体系上与其实施条件上具有完

备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一） 公安法制的完备性。来源

：www.examda.com 公安主体所适用的公安法律规范及其实施

条件，应当是完备的。 公安法规上的完备性应是： 从法规门

类上看，有关刑事、行政和武装方面的法规，应是完备的。 

从法规作用形式上看，有关的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的法

律文件是完备的。 从法的体系诸层上看，基本法（人民警察

法）、各层次的法律以及规章、细则等，从主干到支系应当

是完备的。 从公安业务工作诸部门上看，各公安专业的法律

文件应是完备的。 另外，还必须有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这

些条件包括执法所必须的组织要素、意识要素、实物要素和

信息要素。这些要素的完备性，是法制完备性不可缺少的。 

当然，公安法制的完备性是相对的。 （二） 公安法制的统一

性。来源：www.examda.com 公安法制必须保持其在外在联系

上的完整性和内在联系上的一致性。 公安法规有很大的综合

性。其中，不同的部门法、不同作用形式的法交叉结合，构

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分别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相互

配合使用，互相衔接、互相补充，而不应有互相矛盾、互相

抵触之处。这种统一性表现在，它们都服从于调整有关国家



安全与社会治安秩序这个目标的需要，它们都与宪法和基本

法及整个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保持一致。 （三） 公安法制的权

威性。 公安法制的权威性，表现为公安法规的强制力的不可

逃避性。 首先，表现为不使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或治安行政责

任的违法犯罪行为漏网。第二，不冤枉无辜。第三，表现为

在惩处力度上轻重适度。这样，才能使人们不敢轻易以身试

法，并使公安法制威信崇高，公众折服。 二、做好公安法规

汇编工作 公安法规汇编工作，就是把现行的包含公安法律规

范的文件集中起来，系统地汇编成册。公安法规汇编不改变

原来法律文件的内容，不对原法律规范进行修改或补充，不

创制新的法律规范。 三、提高全社会的公安法律意识来源

：www.examda.com 公安法律意识，是关于公安法制的理论、

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 公安法律意识对公安法制

的实现具有直接的意义和决定作用。 （一） 提高公安法律意

识是加强公安立法的重要前提。 （二） 提高公安法律意识是

搞好公安执法的前提。 （三） 提高公安法律意识是搞好公安

守法的前提。 四、加强党对公安法制的领导来源

：www.examda.com 加强公安法制，是全国性的工作。特别重

要的是依靠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 1、公安立法工作，

要依靠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正确领导。 2、

公安法规的实施，离不开党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

保证作用。 3、各级党委在支持公安机关克服阻力、纠正非

法干预、监督公安机关正确执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

用。 4、依靠各级党委提高广大党员在公安守法方面的模范

带头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加强公安法制的同时，要加强

公安政策的指导作用，要提高公安队伍建设和专业知识与技



术建设，要提高人民警察的实力水平，要加强公安情报信息

工程建设，把加强公安法制同加强公安工作的各方面任务结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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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