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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工作整体上的主要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相结合。 公安工

作既有鲜明的阶级性，又有广泛的社会性。所谓阶级性，即

警察与国家一致的特点。 这是各国警察共有的特性。国家要

求警察必须与国体一致，与政体一致，与国家意志一致， 成

为国家忠诚的统治与管理工具。我国公安工作也不例外。公

安工作必须与我国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因此，公安

工作必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与国家的政策 和

法律相一致。 社会性，即公安工作与社会的联系是广泛而密

切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乃至

每一个人。 (2)隐蔽性与公开性相结合。 工作对象的隐蔽性和

公开性，决定了公安工作的隐蔽性和公开性。首先，犯罪分

子的犯罪行 为有的是隐蔽的，有的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公安

机关就要有针对性地 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其次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为了震 慑犯罪分子

，除了做好秘密工作之外，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公开工作。第

三，公安机关除了同 违法犯罪作斗争之外，还担负着大量的

社会管理工作，许多管理工作不仅不能秘密进行，还 要广泛

宣传，实行警务公开。 秘密工作，是指为了不使对方察觉或

了解意图，采取秘密的措施、手段开展的工作。公开工作，

是指直接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和人民警察的身份，采取被对方

了解、认识直至 使对方配合的方法和措施开展的工作。秘密

工作与公开工作是相辅相成的。秘密工作需要公开工作进行



掩护，秘密工作寓于公开工 作之中；公开工作需要秘密工作

做后盾，并为秘密工作创造条件。 (3)打击与保护相结合。 公

安工作具有打击与保护的双重特点，这是由公安工作的对象

所决定的。由于工作对象不同 ，所以工作方式就有区别。对

于侦查破案、拘留逮捕、审讯、处置突发暴力事件、制裁违

法 犯罪等项工作，公安机关的工作对策主要是以强制力进行

打击；对于警卫守护、巡逻值勤 等项工作，公安机关的工作

对策主要是保护。 打击与保护，两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

、相互渗透、互为前提的。打击中包含着警戒预防 ，使人不

敢以身试法；保护中包含着消除造成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

当然，公安工作的有些 对策，如治安管理措施本身既有打击

又有保护的双重作用。公安工作的打击与保护作 用是紧密结

合在一起的。 (4)强制性与教育性相结合。 公安工作是以国家

暴力做后盾的，是以警察的实力即武装的、特殊的手段作保

障的，具有强 烈的强制性。但公安工作大量的、经常性的工

作主要是教育，这不仅是对广大群众而言，就 是对违法犯罪

分子在实施打击的同时，也要实行教育，以促使他们悔过自

新，重新做人。 (5)集中性与分散性相结合。 公安工作的集中

性，就是它的统一性。要求在服从国家意志、实行宏观决策

、领导与指挥等 方面要高度集中。在战略战役部署与实施上

，在法制与政策的结合上，在多部门横向协同上 ，要高度统

一。这样才能形成整体一致、快速反应、多警种配合、多专

业协作的整体合力。 但犯罪分子是在不同时空出现的，这就

决定了公安工作的分散性。对于高度分散的、隐蔽的 、不断

衍生的犯罪分子，不宜采用“大兵团作战”，而宜分散地对

案件各个侦破，将犯罪 分子逐个制裁。公安工作的集中性与



分散性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越有分散性，越要求 步调

一致、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而高度集中的部署又必须通过

分散的行动去实现。要防止 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

面的片面观点。 (6)政策性与法律性相结合。 公安机关作为国

家的统治工具，人民警察作为国家的公务员，在履行自己职

责的工作 中必须坚定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有

关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

的执法机关，人民警察作为执法人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

，又必须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政策是法律的灵

魂，是制定法律的依据；法律是政策的定 型化、条文化、规

范化，所以执行政策与执行法律是一致的。公安工作是政策

性与 法律性相结合的一项工作。 2公安专业工作的特点 公安

机关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主要是通过

公安专业工作来完成的。 公安专业工作的主要特点是：(1)复

杂性。 公安工作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为主要任

务的一项工作。公安工作所面临的形势 和工作对象的复杂性

，决定了公安工作具有复杂性。 (2)艰苦性。 这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对敌斗争的复杂性，常常需要人民警

察连续作战， 这种普遍的、长期的超疲劳工作严重地损害了

人民警察的身心健康。 另一方面，不良的环境也常常给人民

警察执行公务带来相当的困难。不良的自然环境，如恶 劣的

气候条件、交通条件、地理环境等，都使人民警察在工作中

要忍受异乎寻常的困苦。 不良的社会环境也给人民警察带来

不寻常的困苦。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当事人因某些 个

人利益被触及，产生对立情绪，致使人民警察经常遭遇无理

的指责、谩 骂，甚至遭到攻击。特别是有些人依仗权势，非



法干预、阻挠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有的 还对人民警察进

行打击报复，威胁人民警察的生命安全。这些都会对人民警

察造成心理上的 压力和损伤。 (3)危险性。人民警察在工作中

往往处于对抗性矛盾的第一线，经常同犯罪分子进行面对面

的斗争。如采 取强制的、暴力的手段制服正在实施暴力犯罪

的犯罪分子；对付犯罪分子的暴力反抗、拒捕 、报复、袭击

等；在处理治安案件或事件中受到不法分子的殴打伤害等。

在同恶性灾害事故 斗争中，人民警察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如在同火灾、水灾、风灾、地震等灾害的斗争中， 他们冒着

生命危险进行工作，每年伤亡的人数大大高于其他行政部门

。 (4)易受腐蚀性。 一方面，人民警察作为执法者，手中掌握

着执法的权力，如果这些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行使职权的

活动得不到有效监督，就会滋生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包庇

放纵罪犯等消极腐 败现象。另一方面，人民警察在工作中经

常接触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现象，一些违法犯罪人 员常常用

金钱、物质、美女等各种手段进行腐蚀拉拢，在公安队伍中

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或保 护伞，这些对人民警察的腐蚀性极大

。公安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受到腐蚀，走 上违

法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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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