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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想象中的危险比实际面临的危险更可怕

，对人的身心伤害也更大。警察正是时时处在预警担忧之中

。他们身处危险现场，拼杀打斗，毫不畏惧。然而，当他们

回忆往事时所产生的“后怕”心理、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的高度戒备状态对他们的身心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缺乏缓

释压力的技术和心理调节的方法，他们的身心损耗得不到及

时补充，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免疫力降低，各种职业性疾病

丛生。 1、警察的职业环境危险而恶劣 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因素十分必要。为了维护社会的

稳定，警察始终战斗在最前沿，同各种违法犯罪现象进行着

殊死的斗争。他们不断面临着刀、枪、棍、棒的威胁，甚至

是生死的考验。用“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来形容，一

点也不夸张。 2、工作超负荷 由于警力严重不足、社会治安

形势日益复杂，不得不长时间工作，超负荷运转。 3、非警

务活动因素。除警务活动外，地方一些派出所既要完成上级

主管部门交给的任务，又要完成乡镇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

4、职业危机感。为提高警察的整体素质，近年来，全国机关

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考试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警察

的录用和晋职晋衔都要通过考试，基层上岗也实行了“量化

考核，低分培训，末位调整和辞职制度”，甚至有些地方还

实行了“群众点警办案”制度。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激发

了警察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了队伍的战斗力，也增加了个人



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5、权益保障因素。警察的工资待遇与

其工作量形成鲜明对照。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乡镇派

出所，正常的办案经费都无法保障，警察的津贴和医疗费更

难落实。 6、恶意投诉。投诉本来是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途

径，而现今的恶意投诉已成为警察不可忽视的压力源。 (二)

执法环境因素 1、群众的误解 2、不正之风 3、社会认知偏见

4、媒体宣传 (三)警察机关内部因素 1、管理体制 2、心理服

务机构欠缺 (四)家庭因素 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在警察在赡

养老人、照顾家属、教育子女、从事家务劳动等方面，无法

与其他行业的人相比。 (五)警察个体因素 从事同样的公安工

作，有些人能够面对现实，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变压力为

动力。而有些人则被压力压垮，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一名警

察心理是否健康，与其对自己的角色、形象、能力的认知、

情绪的控制及人格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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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