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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AF_9F_E5_BF_83_E7_c24_2268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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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心理压

力比一般群体要大。所有应激性职业中，警察工作所承受的

心理压力指数高居首位，长期的工作压力会对警察的生理和

心理造成极大的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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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压力源，管理机构应采取相应措施，缓解警

察的心理压力；警察也需要掌握一些排除心理压力的策略和

技巧，以保持身心健康，提高工作效率。这样才能提高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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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察群体的心理压

力源心理压力，又称心理紧张或心理应激，是机体在内外环

境作用中因各项要求与主体应付能力的不平衡所产生的一种

适应环境的紧张状态。人们面对具有危险性刺激情境时，一

时无法消除危险、脱离困境，即产生一种被压迫的感受。如



这种感受经常持续存在，即演变为个人的心理压力。在现阶

段，警察心理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作方

面1、工作的危险性在和平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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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社会及暴力罪形势严峻，警察要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作

斗争，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犯罪分子的报复和威胁。特别是警

察外勤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险性，生命安全更容易受到威胁，

常常处于紧张焦虑的情绪之中，因此，心理压力很大。 2、

工作的特殊性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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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察的职业特点来看，由于其工作要处理的

事情很多，业务繁重，工作时间太长，作息不正常，容易造

成身心疲惫、厌倦、失眠、心神不宁等。警察在执法过程中

，经常接触犯罪案件，目睹社会丑恶现象，对别人缺乏信任

，变得冷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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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的复杂性警察作为维护社

会治安的重要力量，除了巡逻、侦破案件以外，既要同酗酒

、吸毒等违法行为作斗争，又要为居民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

服务，一天到晚总有处理不完的问题，因而长期处于疲倦状

态。另外，在侦破案件时，会涉及到有关部门的人和事，也

会涉及到各种关系。当涉及到有“保护层”的案件时，侦破



工作更为复杂，证据难取，致使案件久侦不破。4、工作能力

与工作需要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总是有限的，而社

会在不断进步，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新问题

、新情况层出不穷。许多警察不能及时地再学习、再提高，

致使工作能力不能很好地满足公安工作的需要，从而造成心

理压力。5、工作有时得不到群众应有的支持和理解当前刑事

犯罪问题突出，社会治安状况时有反复，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是有些群众不理解，把一切都归咎于警察的无能。特别是

一些影响较大的案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侦破

，再加上个别警察在工作中不注意形象，在群众中造成了不

良影响，难以得到群众应有的理解和支持。因此，这也会给

警察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二）生活方面1、情感压力由

于警察的工作是全天候性质的，经常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

，不能与家人生活步调一致，散多聚少，因此常常遭受父母

、妻儿的埋怨、误解，导致家庭不和，轻则吵架、分居，重

则离婚分手；未婚的青年民警也往往因为没有时间约会而经

常闹矛盾。许多同志在执行公务中,妻子早产难产,父母突然辞

世,子女患急病医治无效死亡,落下终生遗憾。他们不仅无法承

担家务，而且在实施对子女的教育的问题上也显得心有余而

力不足，导致其子女不听话、学习成绩差、考学失败、就业

难等，这些都会使警察因为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而产

生愧疚感。这些使广大民警在承受繁重的工作压力的同时，

还要备受感情的折磨。2、经济压力警察属公务员系列，在工

作中承受的压力长期高居各行之首，但收入却与其他公务员

相差无几，这无疑会挫伤警察的工作积极性。加之警察家庭

下岗现象比较普遍，不少警察住房也比较紧张，经济不景气



的县区甚至连干警的工资也不能足额发放,一些基层民警生活

窘迫,有些单位由于办案经费紧张，民警出公差还得先垫付差

旅费，因此，绝大多数民警都出现经济拮据的现象。而当奉

献与索取的天坪严重倾斜，警察的劳动价值没有被体现时，

必定会使警察失去心理平衡，工作中也表现出消极态度，个

别警察还有可能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来弥补心理失衡和解

决实际困难。（三）社会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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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如果不努力工作和学习，要想得到提拔就比较困难。这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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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的压力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难免会出现社会动荡、治安不稳,而人

们又往往把社会治安的好转寄托在公安一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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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警察群体社会认知方面的以点概面,以偏概全,极大地刺

伤了干警心理,极易在其心理上产生憋气、怨气、泄气、不服

气等不良情绪,这种不良情绪如长期被压抑而无处宣泄,势必影

响干警身心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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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