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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硕士研究生考试 

《公安学基础理论》考试大纲 

（2016 年 12 月） 

Ⅰ.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准确把握公安学基础知识， 具备分析、 判断和解决问

题的基本能力。 

具体包括： 

1．正确理解和掌握公安学基础重要定义、特征、内容和相关规

定。 

2．准确把握公安学基础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

规律，以及相关的政策方针。 

3、运用公安学基础相关理论知识准确说明、分析、判断公安实

践中的问题。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80分；考试时间为 9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共 20 分。 

2.简答题，共 30 分。 

    3.论述或案例分析，共 30 分。 

Ⅲ.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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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警察与警察发展 

一、警察与警察学 

二、警察的起源 

三、警察的发展 

四、警察的类型 

五、警察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基本职能 

第二章 公安与公安发展 

一、公安与公安学 

二、公安学基础理论 

三、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公安 

四、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人民公安机关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公安 

第三章 公安机关的性质和宗旨 

一、 公安机关的性质 

二、 公安机关的宗旨 

第四章 公安机关的职能和任务 

一、公安机关的职能  

二、公安机关的任务 

第五章 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力 

一、 公安机关的职责 

二、公安机关的权力 

第六章 公安机关的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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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安机关组织机构 

二、公安机关的管理体制 

第七章 公安队伍建设概述 

一、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含义、目标和要求 

二、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内容和途径 

三、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新发展 

第八章 公安队伍人事管理 

一、人民警察的录用 

二、人民警察的教育训练 

三、人民警察的奖励 

四、人民警察的惩处 

五、人民警察的辞退 

六、人民警察的职务与警衔 

第九章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素质和职业道德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素质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 

第十章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义务和纪律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义务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纪律 

第十一章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内务制度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建设的基本方针、原则和基本要求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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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公安工作的内容和特点 

一、公安工作的内容 

二、公安工作的特点 

第十三章 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路线 

一、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二、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 

第十四章 公安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一、公安工作的基本方针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公安工作的基本政策 

第十五章 公安执法 

一、公安执法概述 

二、公安刑事执法 

三、公安行政执法 

第十六章  公安执法监督 

一、公安执法监督概述 

二、公安机关内部监督 

三、公安机关外部监督 

                 第十七章 公安改革 

一、公安改革概述 

二、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具体措施 

Ⅳ.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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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群.公安学基础理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Ⅴ.参考试题（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一、名词解释：5 小题，每题 4 分，共 20 分。 

1.警察 

二、简答题：5 小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1.警察要保护的公民权益有哪些？ 

三、论述/案例分析题：2 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 李俊是一位驻村民警，他所在的警务室被命名为“李俊警务室” 。

请对这一命名的举措进行分析。 

Ⅵ.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5 小题，每题 4 分，共 20 分。 

1．警察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1 分），运用武装的、行政的、

刑事的手段（1分），以强制性实力维护国家安全（1分）和社会治安

秩序的行为（1分）。 

二、简答题：5 小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1．（1）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2分） 

（2）公民的人身权利。（2分） 

（3）公民的其他合法权益等。（2分） 

三、论述与案例分析：2 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答案要点： 

    李俊的身份是驻村民警。警务室被命名为李俊警务室意味着警务

室的专职化探索。它体现出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强化自身职能作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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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探索。同时，还体现出新时期贯彻公安工作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3分）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2分） 

（2）人民群众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力量。（2分） 

（3）公安工作有广泛的社会性，尤其离不开群众。（2分） 

（4）处理好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

（2分） 

（5）公安工作离不开群众的监督。（2分） 

（6）群众是解决警力不足的人力资源。（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