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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e education is the very source of force construction, the basic guarantee of 

improving police force’s strength and the great importance that all countries att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e education. Both the mainland’s and Taiwan’s police educations are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of early modern China’s police education, and they all have headed for 
their own ways dur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Mainland’s police education, however, especially 

their degree education, starts comparatively late, and the according legal system is still not 
well-developed enough; the task partitioning betwee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ministry and 

provinces are not clear enough, and there are problems like repetitious construction and insufficient 
mutual complementation in police education and so on. Police education in Taiwan, adopting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of combining degree(cultivating) education and in-service police training, is of 
clear school-running hierarchy and clear-cut task partitioning as well as standard teaching settings, 

realizing the effective bridging between police educational mechanism and police matriculation 
system.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ing patterns of Taiwan’s police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ully utilizing police teaching resources, boosting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of police reaching,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polic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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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警察教育是警察队伍建设的源头，是提升警察队伍实力的基本保障, 基本保障各国都极其重视警察教育事业的发

展。大陆和台湾警察教育都是对中国近代警察教育的继承和延续，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道路。但是，大陆警察教育

尤其是警察学历教育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够健全，部、省两级教育机构之间的任务分工不够清晰，警察教育

既存在重复建设又存在相互补充不足等问题。台湾警察教育采用学历（养成）教育与在职警察培训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警察

教育办学层次清晰，任务分工明确，教学设置规范，且实现了警察教育机制与警察考录制度的有效衔接。台湾警察教育的差

异化发展模式在充分利用警察教育资源，促进警察教育特色发展，提升警察专业培养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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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湾警察教育差异化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台湾警察教育立法较为全面，不仅有宏观层面的法律规定，而且还有微观层面的规章制度，形成了较

为完备和系统的警察教育法律制度体系。首先，台湾警察法规定由台湾警察大学（以下简称为警大）和台

湾警察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为警专）承担台湾警察教育职责。其次，在根据台湾警察法制定的《警察教育

条例》中，对警察教育模式、师资队伍要求以及课程计划等方面作了相关规定。在警察教育模式方面，条

例中规定，警察教育存在三种模式，即养成教育、进修教育和深造教育。对于养成教育的培养任务在警专

和警大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警专承担专科层次的警察教育，培养面向一线执法执勤岗位的基层警员；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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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承担四年制本科层次的警察教育以及两年制技术班（相当于大陆警察在职人员的二学位教育），并开设

研究所教育（即开展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同时，条例第 6 条规定，由警大办理在职警察人员进修教

育中的警佐班、专业班，以及在职警察人员深造教育中的警监、警正班和研究班（在台湾地区，警察职级

划分为警监、警正和警佐三级，每一级内又分为四等）。此外，根据《警察教育条例》第 6 条规定制定的

《警察人员进修及深造教育实施办法》中又对进修教育和深造教育的类别及其教育期限作了详细规定，并

规定了进修教育中的巡佐班和专业班由警专负责（台湾警察局的巡佐职务相当于派出所正、副所长职务）。

根据《警察教育条例》，又分别制定了《台湾警察大学组织条例》和《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组织条例》，分别

对警大和警专的行政机构及人员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内容做了不同的规定。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台湾

警察大学组织条例》和《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组织条例》分别对警大和警专的教授、副教授、助教和讲师的

师资队伍组成以及教官的职级和数量作了不同的规定。台湾警察教育健全的规范体系在法规层面对台湾警

察院校的办学定位、教育任务分工、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台湾警察教育的差异化发展

提供了法律保障。 

2 台湾警察教育的差异化发展对大陆警察教育的启示 

2.1 建立完善的警察教育法律制度体系 

规范大陆警察教育，首先应当完善大陆警察教育的法律制度体系，保证警察教育在立校、办学以及教

育培训等方面能够有法可依，促进警察教育教学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台湾警察法中规定了由警大和警专承

担警察教育任务。《警察教育条例》中又对警察教育模式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内容作了规定。此外，《台湾

警察大学组织条例》和《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组织条例》及警大和警专的“办事细则”对两所警校的内部教

学机构、人事编制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内容作了更具体的规定。与台湾相比，大陆警察教育法律制度建设

相对滞后，涉及警察教育的法律制度要么体系不够完善，要么过于笼统宽泛。大陆虽然在法律制度方面对

警察教育的规定有所涉及，但是较为笼统且尚未形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 29 条对警察教育只做了笼统的规定：“国家发展人民警察教育事业，对人

民警察有计划地进行政治思想、法制、警察业务等教育培训。”除此之外，大陆缺乏专门的“警察教育条

例”，对警察教育在立校、办学、教育机构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警察教育与招录的衔接上没有专门的

规定，例如在《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中，对警察院校的组织性质、警校人员编制、职务序列以及对警

察院校毕业生的录用问题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建立和完善大陆警察教育法律制度体系，首先要提高大陆

警察教育的法律规范意识。其次是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宏观及微观层面相结合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宏

观层面上，在人民警察法或《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中，对承担警察教育任务的警察院校的内部机构设

置及其在公安机关中的组织地位、职务序列、警察院校毕业生的入警考录制度进行统一规范；在微观层面

上，制定专门的“警察教育条例”，对警察院校在办学层次、教育模式、内部教学机构设置以及人员编制

等方面作具体的规定。 

2.2 明确警察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和目标 

警察院校的办学理念是警察院校发展的灵魂，其办学理念及办学目标具体指引着警察院校的实际发

展，对警察教育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大陆警察教育发展趋向同质化，各警察院校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模

糊，教学重复建设、职责交叉，教育资源浪费，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借鉴台湾警察教育的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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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大陆警察院校要明确自身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培养目标，为本校的警察教育模式选择和内部教学机构

的设置提供引导。确立警察院校办学理念和目标既要符合高校办学理念的一般规律，又要充分考虑到警察

院校鲜明的政治性和警察教育自身的情况和特点。此外，警察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践的需要，办学理念设

计不仅要考虑公安机关的人才需求，还要考虑到社会发展、变化对警察教育的影响。大陆警察院校在建校、

办校过程中只有明确了自身的办校理念和目标，才能为本校的教学单位设置和教育模式的选择提供引导，

在警察教育事业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和院校品牌。 

2.3 合理划分教学任务，注重各警察院校的差异化建设 

我国大陆幅员广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且各地都设有自己的警察院校，而且在条块结合、以块为

主的警察管理体制下，完全做到警察教育任务的明确分工不太现实。对于大陆警察院校特别是部属院校与

省属院校目前任务分工不够明确且存在交叉重复的问题，虽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具体落实工

作相对迟缓。2011 年公安部政治部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公安院校和训练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部属本科院校负责培养高端专业人才及高层次、综合性的民警培训工作，积极向教学研究型高校

迈进”；“省属本科院校致力于培养实用性和应用型人才，积极开展基层领导干部、业务骨干等民警培训

工作，努力建成高质量的教学型高校”。在警察教育实践中要严格落实上述警察教学任务的分工，并做到

部属和省属院校间的相互配合和交流，促进警察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运用，避免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在专业设置上，不同层级的警察院校之间应当体现差异化，对于培养高水平公安专业人才的部属院校和培

养全面型公安专业人才的本科层次院校，在专业设置涉及领域及研究深度上要与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

相适应。对于注重培养基层实战岗位公安人才的专科院校，在专业设置上要符合其培养应用型、实战型人

才的需要。对于专门警种公安院校，在专业设置上要注重体现其特色和优势。同时，大陆警察教育缺乏通

识教育意识，过分强调专业教育，不利于警察人才的全面发展。大陆警察教育应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职教师，在专业教育上也要体现通识教育的理念，提升警察的人文素养和法治意识。

除此之外，大陆警察教育要加强与警务实战部门的联系，注重警务实战知识教育，警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

内容不能只是对警务专业知识的发展历程、相关概念和原则等宏观基础理论的介绍，还要联系警务工作的

现实发展情况以及实战一线部门具体的实践操作，注重教学理论与警务实践的结合。 

2.4 注重师资专业及实务能力建设，形成警察院校教师的“双结构” 

台湾警大和警专师资队伍建设与其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相一致，分别在专业教育和应用能力教育方面

有所侧重，其共同点是都组建了“双结构”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由专任教师以及教官共同组成，兼顾了

警察专业教育和实战警务技能教育的要求。大陆警察院校的教师偏重于专业理论研究，接触实战单位的机

会较少，师资队伍中始终缺乏高深理论知识与宝贵实战经验兼具的“双师型”人才。大陆警察院校的师资

队伍建设可以借鉴台湾警察院校的师资队伍理念。一方面，建立新型的警察院校教师考核评价机制，鼓励

教师进入实战单位进行定期培训学习，加强教师与警务实战单位的交流，保障教学与警务实战接轨以及教

学理论、内容的不断更新；另一方面，加强警察院校教学与警务实战部门的双向沟通，聘用警务实战部门

经验丰富或者具有某项警务专长的警察人员进入课堂，开展专题、系列或情境教学。 

2.5 建立符合警务工作特点和警察职业能力需求的警察招录体制 

台湾警察院校毕业生通过台湾警察特考进入警察机关，根据报考者的学历及报考职位的不同，在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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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及考试内容上有不同的要求，并且体现了警察职业的特色和招考岗位的需要。大陆警察院校的毕业生

通过参加国家公务员或者各省公务员考试进入警察机关，与其他公务员考试相比，警察参加公务员考试在

考试科目上除了部分地区增加了公安基础知识科目以及对报考者进行体测外，总体上与其他公务员考试差

别不大，没有体现警察招录的职业特色，并且入警人员所从事的警务工作与其在校专业并不是完全对口，

导致警察教育资源的浪费，制约警察教育功能的发挥，不利于警察教育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完善大陆

的警察招录体制，可以借鉴台湾双轨分流的警察招录制度，面向具有警察教育背景的人员和社会人员设置

不同的考试途径，并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区分。对具有警察教育背景的人员在招录考试的内容及形式

上加大对警察专业知识的考核，以体现警察职业特点的要求，促使警察院校学生在接受警察教育的过程中

能有所学，学有所考，考有所用。对考入警察机关的社会人员来说，要注重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后期警察

职业培训。 

台湾与大陆毕竟存在地域、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差异，在借鉴台湾警察教育差异化发展模式的过程

中，要善于发现并利用其中适合大陆警察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弥补大陆警察教育及警察院校办学

中存在的缺陷，促进警察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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