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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24_45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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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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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