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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5_A4_87_E8_c24_645738.htm 第三节 公安机关权

力的实施与监督 一、公安机关权力实施的基本要求 （一）合

法。这是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在法律上的要求。所谓合法，

就是符合公安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的规定。 （二）准确。这

时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在认定法律事实和掌握权力上的要求

。 （三）及时。这是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在时间上的要求。

公安机关及时行使权力，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办案程序，

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从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惩攻震

慑作用来说，也要求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实施权力必须做到

“及时” （四）适度。这是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在力度上的

要求。公安机关在行使权力时，要做到权力手段与违法犯罪

行为相适应，恰如其分。 二、建立完善的公安机关权力控制

监督系统 （一）公安机关权力实施的控制监督系统的构成：

1、思想控制。即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执行权力的公安人员。最

佳的状态是执行者自学的自我控制。 2、规范控制。即以政

策、法律、制度、纪律道德等社会规范调整行使权力的行为

。 3、组织控制。即公安机关的党委和行政首长及有关组织

加强对公安权力实施的领导与管理，以组织的力量支持、配

合、制约、监督权力的行使 4、群众控制。即依靠群众的力

量对公安权力的行使给予支持、配合和监督。 （二）公安权

力实施的程序控制 1、事前控制。即在行使权力之前的控制

，如审批制度。 2、同步控制。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实行

控制。 3、事后控制。即在执行权力之后的检查，如发现偏



差，立即纠正。 加强公安机关内部和外部对公安权力实施的

控制监督机制，健全和严格执行控制监督程序，就可以减少

公安权力实施中出现的失控现象，保障公安权力实施系统实

现预期的目标。 三、建立公安权力能力与公安权力制约的均

衡关系 每一项公安权力由两个方面因素构成：一是充分有力

的权力能力，足以克服任何反抗以实现公安权力目标；一是

健全有效的制约机制，足以保证权力能力在限定的条件下发

挥作用，不致错误地行使。 做到公安权力的均衡行使，是一

切公安权力实施过程的普遍性目标。 （一）不断强化公安权

力能力。 1、公安权力执行者。即依据宪法和法律有资格执

行警察权力的机关及其人员。这些机关的人员数量、素质、

体制等对公安权力能力的强弱有重大影响。 2、公安权力规

范。即公安法规对公安权力的对象、罚则原则、程序、方法

所确定的准则。它决定公安权力能力的国家意志，使之有法

可依。 3、公安权力装备。即实现公安权力所必备的武器、

警械、交通与通讯工具、监禁设施等。它是克服抗拒、强制

约束的实力性条件，是取得致胜优势的物质根据。 4、公安

权力信息。即与公安权力有关的情报、线索、证据、档案资

料、指令、通告、意思表示等。它使公安权力能力具有行为

上的确切性和协调性。 （二）不断完善公安权力的制约机制

。 公安权力能力具有暴力的和强制约束的实力，并有隐蔽手

段。所以必须使公安权力行为置于法定条件限制之下。公安

权力能力 公安权力制约机制=公安权限。 1、规范制约。在公

安法律规范中对每项公安权力的行使都规定限制性条件。 

（1）法律事实。以相应的法律事实的出现作为运用公安权力

能力的前提条件。 （2）管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必须根据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范围。 （3）对权力行为的限制。 （4

）立案标准，等等。 2、司法制约。在司法过程中，相关的

司法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履行相互制约的职能。 （1）司法机

关之间在法律程序中的制约。某些公安权力的行使，依据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接受法院、检察院的制约。 （2）审批制约

。某些公安权力行为需经一定级别的机关批准。 （3）手续

制约。 （4）同步制约 3、监督。公安权力行为要接受国家权

力机关的监督、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政府的监督、社会组织

的监督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具有突出意义的是公安系统本身

对公安权力行为的监督。 （三）建立公安权力的均衡关系。 

两者的均衡关系，表现为公安权力行为的合法性、准确性、

充分性，及时性适度性和有效性。对公安权力，强化而不失

之制约，制约而不伤及强化。 四、公安机关权力的保障 《人

民警察法》专门规定了“警务保障”的条款，使公安机关和

人民警察执行职权有了法律保障。 （一）领导行为必须合法 

人民警察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是公安机关的职业纪律

。这种严格的纪律，再加上人民警察权力所具有的特殊权威

性和某些手段的严厉性。要求人民警察的领导者，必须合法

地行使领导权，错误的指挥和领导，会造成危害性的后果，

更会损害公安机关的声誉。 第一，对某级公安机关有领导权

或指挥权的党委、政府的负责人或上级公安机关的负责人，

应对自己的领导与指挥负法律责任。 第二，如果某级公安机

关或人民警察的执行人员，认为他们所作的决定和命令有错

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而不得中止或发迹决定和命

令的执行；提出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这

是保证公安机关领导与指挥的统一集中性所必不可少的。 第



三，在执行中，如果因为错误的意见会带来现实的危害时，

执行人应当避免或减少危害性后果。由于错误的决定 和命令

造成不良后果的，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承担法律后果。 

第四，上级要求公安机关及其执行人员超越公安法规规定的

职责范围使用权力手段时，公安机关及其执行人员有权拒绝

执行。但同时应当向上级机关报告。作出超越公安机关职责

范围的指令的上级机关应对自己指令的不合法性负责，并立

即纠正，而不得对拒不执行自己指令的公安机关及其执行人

员加以责备、强迫或打击报复。 （二）公民协助责任。 第一

，根据宪法和法律，公民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

法定义务。因此，对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公民和组织应

当给予支持和协助，对于协助和支持有显著成绩的，要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二，对公民和组织因协助人民警察执行职务

，造成自身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

予抚恤或者补偿。 第三，对于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

行职务而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应追究其治安行政责任；对

于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司法配合责任 《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

效地执行法律。” 点击进入试题测试：百考试题招警在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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