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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1/2021_2022__E5_85_AC_

E5_AE_89_E5_AD_A6_E5_c24_201665.htm 第一节 公安机关的

权力 一、警察权 狭义的警察权，是公安机关权力的同义语，

广义的警察权，是国家机关有关警察行为的决策和实施的权

力 广义的警察权是体现国家警察行为的权力。警察权属于国

家，是国家基本权力的组成部分。我国的警察权包括国家机

关关于公安工作的立法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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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狭义警察权意义上的立法，只限于规定警察机关的职权 ；

广义警察权意义上的立法，除规定警察机关的职权之外，还

规定政府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警察权 二、公安机关权力 （一） 

公安机关权力的概念 公安机关权力，是公安机关在国家规定

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威性行为。它与国家的其他

权力一样，具有支配的和要求服从的意义。 （二） 公安机关

权力的特色 1、法律性 2、强制性 3、实力性 4、特许性 5、有

限性 6、单方性 三、公安机关权力的构成来源

：www.examda.com （一） 治安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 1、治安

行政处置权。 治安行政处置，是公安机关在道路、交通、消

防、危险物品、特种行业和出入境等治安行政管理活动中，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依法对特定的人、物、事

、场所采取的一种权力行为。 （1） 命令。命令 ，是公安机

关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依法对负有特定义务的特定

人发出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命令。 警察命令的形式，

一是通过发布告、通告规定 ，另一种是口头或书面的警告 



（2） 取缔。即禁止和制裁。是指公安机关对某些违反治安

管理法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宣布并执行禁止和制裁

。 国家规定人们对某些行为负有不作为的义务，称之为“禁

止”，对于违禁者，依法给予法律制裁。国家制定专门法律

、法规，明令禁止，属于狭义上的禁止。狭义上的禁止，属

于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 （3） 许可。在特定的条件下，对

某种行为解除其禁止，使其成为合法的特定行为，称为许可

。 凡是国家法律规定在任何条件下均无可能解除其禁止的是

绝对禁止。 绝对禁止不得为公安许可。 国家法律规定其一般

禁止的同时，又规定了例外的许可权，即对特定人或特定事

依一定条件由当事人申请，经公安机关审查符合法定条件者

，解除其禁止，给予许可，这在法律上称为公安许可或警察

许可。来源：www.examda.com 公安许可，一般是附款许可。

公安许可的附款，是对许可的内容加以限制的意思表示。公

安许可的附款，因其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义务、条件、期

限”三种。 附有义务的许可，指当事人获得公安机关许可实

施某种行为或某种行业时，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 

附有条件的许可，是指申请者获得公安机关核准许可时，必

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 附有期限的许可，是规定许可内容

的有效期限，过期即失去许可效力。 2、治安行政处罚权。

治安行政处罚，是公安机关对于不履行治安管理法规确定的

义务或者危及社会治安秩序，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分的

行为，依照治安管理法规的规定实施的处罚。 （1） 警告。

是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行为人进行强制性谴责的

一种处罚。 （2） 罚款。是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

行为人的一种经济制裁性质的处罚，以达到警戒、教育的目



的。 （3） 治安拘留。是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

，剥夺其在一定时间内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4） 限期出

境和驱逐出境。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是公安机关对外国人

违反入境出境管理法规而实施的处罚。 （5） 扣留和没收许

可证件。 3、监督检查权。监督检查，是公安机关依法对应

负治安责任的社会团体、组织及个人实施治安行政管理的权

力之一。 4、劳动教养审批权。根据劳动教养的有关法规规

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有违法行为或轻微犯罪行为而不追究

刑事责任的分子，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

施。 5、收容审查权。是公安机关审查流窜犯罪和流窜犯罪

嫌疑分子的强制性措施， 6、治安行政强制权。是公安机关

依法进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实施治安行政处罚时，对不履行法

律义务或不服从治安行处罚的人所采取的人身和物品的警察

强迫手段，以达到行为人履行法定义务或接受处罚的目的。 

（1） 强制传唤。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时，一般对行为

人使用传唤证传唤，当场发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也可口

头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应唤或者逃避的，可以强制传唤。强

制传唤，须经公安派出所长以上的领导批准，并记录在案；

当场实施的，事后应补办批准手续，也要记录在案。 （2） 

强行带离现场和强制拘留。来源：www.examda.com （3） 强

制隔离、约束特定的人。是公安机关对精神病人、醉酒的人

和企图自杀的人，在他们本人有危险或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

全有威胁时而实施的强制措施。 （4） 盘问检查。公安机关

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的证件，

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 



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 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有作案嫌疑身份

不明的 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 留置时间不超过24小时，

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48小

时并应有盘问记录。 经继续盘问，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采取

拘留或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决定

，不能作出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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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