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公安学综合》考试大纲

（2022 年 6 月）

公安学综合（科目代码：703）包含公安学基础理论与侦查学两

部分考核内容。本考试大纲分别对两部分的考核内容予以说明。

《公安学基础理论》考试大纲

Ⅰ 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够具备公安学基础理论的相关专业素质和基本能力。

具体包括：

1.全面掌握公安学基础理论的相关知识及其内涵。

2.正确理解公安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概念、特征及其内容。

3.准确把握公安学基础理论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基本理论体

系和基本规律。

4.灵活运用公安学基本理论的相关理论，准确说明、分析、判断

公安工作与实战中的有关实际问题。

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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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题型：简答题、论述题等。



Ⅲ 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总论

一、警察与警察发展

1.警察

2.警察学

3.警察起源

4.古代警察与近代警察

5.警察的类型

6.警察与国家的关系

7.警察的基本职能

二、公安学

1.公安的词义及含义

2.公安学的含义与研究对象

3.公安学的产生与发展

4.公安学的性质

5.公安学的学科特点

6.公安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

三、公安学的学科体系与理论基础

1.公安学的学科体系

2.公安学的理论基础

四、公安学的研究方法

五、公安学基础理论



1.公安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2.公安学基础理论的学科地位

3.公安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 公安机关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公安机关

1.中央特科

2.国家政治保卫局

3.公安保卫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

4.公安双重领导体制的形成与公安工作方针政策的确立

5.解放区的公安工作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安机关

1.新中国成立后 30年公安机关的建设和发展

2.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安机关

三、公安机关的性质与宗旨

1.警察的本质

2.公安机关的性质

3.公安机关的宗旨

四、公安机关的职能与任务

1.公安机关职能

2.公安机关任务

五、公安机关的职责与权力

1.公安机关职责的概念和特点



2.公安机关职责的内容

3.公安机关主要警种的职责

4.明确公安机关职责的重要意义

5.新时期公安机关的政治和社会责任

6.公安机关权力的概念与特点

7.公安机关权力体系的构成

8.公安机关权力实施的基本要求

9.公安机关权力配置的原则

六、公安机关的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

1.公安机关设置的原则

2.公安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

3.我国公安机关管理体制的发展沿革

4.公安机关管理体制的内容和意义

第三部分 公安队伍

一、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概述

1.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目标、要求与意义

2.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内容与途径

3.新时代公安队伍建设

二、公安队伍人事管理

1.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

2.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教育训练

3.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的原则、类别、对象和等级



4.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的特点、意义、法律后果

5.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职务

6.实施警衔制度的意义

7.警衔的授予范围和等级设置

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素质和职业道德

1.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素质的内容

2.提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素质的途径

3.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四、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义务和纪律

1.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义务

2.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的概念及特点

3.人民警察纪律法律制度体系建设

4.《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的特点、内容及意义

5.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建设的主要途径

五、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内务制度

1.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的含义

2.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建设的基本方针、原则和基本要求

3.《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的基本内容

第四部分 公安工作

一、公安工作的内容和特点

1.公安工作的含义

2.公安工作的主要内容



3.公安工作的特点

二、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路线

1.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含义

2.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必要性

3.党对公安工作领导的内容和特点

4.正确处理党委和政府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关系

5.公安工作自觉接受党委领导的途径

6.公安工作群众路线的含义

7.公安工作坚持群众路线的必要性

8.贯彻公安工作群众路线的途径

三、公安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1.公安工作基本方针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

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

5.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6.公安工作的基本政策

四、公安法制与公安执法

1.公安执法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原则

2.公安行政执法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原则

3.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权益的保障

五、公安执法监督



1.公安执法监督的概念和特征

2.公安执法监督的分类和意义

3.督察制度

4.法制部门监督制度

5.公安行政复议制度

6.公安赔偿制度

7.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制度

8.监察监督制度

9.检察监督制度

10.行政诉讼制度

11.社会监督制度

Ⅳ 参考书目

1.于群.公安学基础理论（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Ⅴ 参考试题 （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一、简答题：共 9题，共 45 分

1.古代警察的特征。

二、论述题：共 2题，共 30 分

1.公安执法监督的意义。

Ⅵ 参考答案

一、简答题

1. 一是军警不分、警政合一。警察的职能尚未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

门机关，是由军队、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分别掌管。即警察还没有从



军队和行政机关中完全分离出来，警察行为由军队、审判机关和行政

机关共同行使，真正意义上的警察机关和警察称谓还没有产生。

二是古代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极不严格的，神的意志、皇帝

的或长官的意志起决定作用。皇帝是一国之君，是全国最大的警察首

长，支配着全国的警察行为。而在西方，神权思想长期影响和支配着

社会，宗教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社会的法制，支配着警察行为。

欧洲中世纪时期是一个黑暗的世纪，神权统治着整个世界，在许多国

家教会就是法庭，教会的主旨就是整个社会的规范。

三是私刑普遍存在。由于皇权和神权思想支配着警察行为，因此，

行使警察行为的主体泛化，奴隶主、封建主、宗教领导人和宗教头人

等有权阶级都可以使用私刑进行处罚，这就说明人身强制这种国家警

察行为还没有集中于警察部门。

二、论述题

1.（1）公安执法监督是实现公安机关职能的重要条件

公安机关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

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职能，

其活动的效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关系到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公安机关在国家生活中

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公安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为此，

必须建立完善的执法监督机制，使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的活动置于国家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这是实现公安机关

职能的必要条件。



（2）公安执法监督是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

使职权的重要手段

公安执法监督的核心是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履行职责、行使

职权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法

律为活动准则，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严格执法，执行国家和人民的

意志．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是由公安机关的性质、地位所决定

的。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行使权力的同时，承担着依法履行职责

的义务，负有接受国家和人民监督的义务。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

的执法活动实施监督，对于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依法行使职权具有

重要作用。

（3）公安执法监督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公安机关性质、职责和权力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执法活动直

接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发生侵犯公

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保证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正确履行职责、行使

职权，就必须对其权力加以制约。通过采取相应的监督制约措施，建

立和完善执法监督制度，从而达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

（4）公安执法监督是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公安执法监督是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落实“从严治警、依法治警”

方针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是严格公安队伍管理的内在要求，应当贯穿

于队伍管理的全过程。通过执法监督，可以增强人民警察的责任感，

促使其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公安队

伍保持公正廉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少数民警中存在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相当严重，一些违法违纪问题还相当突出，严

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声誉和形象，破坏了警民关系，干扰了公安工作

的正常开展。因此，迫切需要完善公安执法监督机制，强化对权力的

制约，促进公安执法的规范化建设。

《侦查学》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1.正确理解我国侦查权的属性、侦查功能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正确理解和掌握侦查学的基本原理，侦查的基本制度与主要内

容。

3.熟悉我国刑事侦查的基本程序和主要侦查措施。

4.运用侦查的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基本方法，分析、解决刑事

侦查中的基本问题。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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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题型：名词解释题、简述题、论述题等。

Ⅲ.考查内容

一、侦查学的基本范畴

1.侦查学基本范畴体系及基本内容



2.新形势下侦查与侦查学新概念及其内涵

二、侦查学的相关原理

1.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侦查工作中的体现

2.物质交换、同一认定、因果关系原理的含义与基本内容

3.信息转移、数字化、相关性原理的含义及基本内容

三、侦查权

1.侦查权的含义与特征

2.我国侦查权的双重属性及其内容

3.侦查权配置的原则

4.我国侦查权的制度优势与特色理论的具体内容

四、刑事案件

1.刑事案件的含义与特点

2.刑事案件的构成要素

3.犯罪基本行为方式的二元裂变及其内容

五、侦查职能与原则

1.侦查职能的含义与基本内容

2.侦查任务的基本内容

3.侦查原则的含义与基本内容

六、侦查模式与侦查机制

1.侦查模式的含义与主要类型

2.数据化视阈下侦查模式的构建思路与内容

3.侦查体制、侦查机制的含义



4.侦查机制的基本内容与打击犯罪新机制的具体内容

七、大数据时代侦查活动的演进

1.数据化侦查的概念、优势、特点及其基本形式

2.大数据时代侦查活动的演进路向

3.数据化侦查协调发展的内容

八、侦查管理

1.侦查管理的含义、作用

2.侦查人员的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原因与维护途径

3.主办侦查员制度的概念、核心目标与任务、原则及基本内容

4.侦查资源的概念、配置原则

5.刑事案件侦查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

九、侦查启动程序

1.立案的含义、条件

2.对立案材料的接受

十、收集、调取证据

1.侦查阶段收集证据的范围与要求

2.收集、调取证据的专门行为

3.保全证据的原则与方法

十一、预审程序

1.我国预审的含义、特征、任务与原则

十二、侦查终结及相关程序

1.侦查终结的含义、条件



2.撤销案件的含义、条件与程序

3.终止侦查的概念、程序

十三、侦查人员与刑事技术人员出庭

1.出庭说明情况对侦查人员的要求、注意问题

2.刑事技术人员作为鉴定人出庭的条件与基本要求

3.警察作为目击证人出庭的要求

十四、侦查措施概述

1.侦查措施的含义、特点、作用

2.侦查措施的实施原则

3.智慧侦查背景下侦查措施的发展与应用

十五、勘验、检查

1.犯罪现场的含义、构成要素、分类与特点

2.犯罪现场勘验、检查的含义、目的、原则、基本内容与程序

3.犯罪现场勘验笔录的含义、作用

4.侦查实验的含义、法律规则及其内容

5.人身检查的含义、操作规范

十六、讯问犯罪嫌疑人

1.讯问的含义、作用、特征

2.刑讯逼供的含义、危害、原因与遏制对策

3.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及其对讯问的影响

4.第一次讯问的含义、步骤

5.讯问笔录的作用，亲笔供词的含义、作用、适用条件与适用原则



6.讯问录音、录像的作用

7.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与适用要求

十七、询问证人、被害人

1.询问证人、被害人的含义

2.讯问证人、被害人遵循的程序、询问方式的法律规定

3.询问被害人的基本要领

十八、鉴定

1.鉴定的含义、特点、作用

2.鉴定的基本原则

十九、辨认

1.辨认的含义、一般原理与作用

2.辨认启动与实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十、其他诉讼性侦查措施

1.搜查的含义、特征、原则与作用

2.查封、扣押的含义、作用

3.查询、冻结的含义与适用程序

4.控制下交付的含义、实施要求与注意事项

5.通缉的含义、作用与适用程序

6.悬赏通告的概念、作用

二十一、其他常用侦查措施

1.调查访问的含义、特点、作用及实施要领

2.并案侦查的含义、作用、依据与实施要领



3.侦查协作的含义、内容、基本要求

二十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案件侦查

1.故意杀人、强奸、绑架案件的含义、特点、侦查要领与收集证据要

求

二十三、侵犯公民财产权利案件侦查

1.盗窃、抢劫、诈骗案件的含义、特点、侦查要领与收集证据要求

2.电信诈骗案件的含义、特点、侦查要领与收集证据要求

二十四、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侦查

1.毒品案件的含义、特点、侦查要领与收集证据要求

2.网络犯罪案件的含义、特点与侦查要领

3.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含义、特点、侦查要领与证据收集要求

Ⅳ.参考书目

1.许昆.侦查学（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2.侦查学相关前沿学术文章（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中国刑警学

院学报、山东警察学院学报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安学》等为主要

来源，以2022年1月至11月为参考时间范围）

Ⅴ.参考试题（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一、名词解释（共 5 小题,共 15 分）

1.侦查实验

二、简述题（共 6 小题,共 30 分）

1.侦查学与刑事诉讼法学二者研究内容之间的关系。

三、论述题（共 2 小题,共 30 分）



1.论述侦查学的法学学科属性。

Ⅵ.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共 5 小题,共 15 分）

1.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件中的某种现象、某种时间或某种行为等

发生的可能性，而按照该现象、事件、行为发生时的同等或近似条件

进行实地验证的一种侦查活动。

二、简述题（共 6 小题,共 30 分）

1.答：（1）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是其重要的程序和阶段，其在整个

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在刑事诉讼法学中对侦查的研究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侦查

措施及其法律规范、侦查程序的法律规定等内容，是从宏观上进行阐

述的。

（3）侦查学则是从具体的侦查措施、手段的使用方式方法及策略等

进行研究的，是从微观上研究具体的侦查工作。

（4）没有具体的侦查工作，就没有揭露证实犯罪的有效方法，犯罪

嫌疑人也就不能够被缉捕归案，更不可能有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追责，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追究犯罪的程序、措施等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意

义。

（5）《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程序的规定，是侦查活动开展的行

为准则，是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衡量和评价标准。

三、论述题（共 2 小题,共 30 分）

1.答：侦查学属于法学学科（刑事法学）。从传统以及普遍的观点来



看，一般认为侦查学属于法学的研究范围，因为侦查学的研究对象，

即侦查活动决定了它的学科属性。

（1）作为刑事法学支柱之一的侦查学，刑事法学的观点认为，侦查

学从其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来说，理应属于刑事法学，而且是刑事法

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因此，以侦查活动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侦查

学，其研究的内容脱离不开刑事法学的范围，其研究的意义在于实现

《刑法》所规定的目标，因而侦查学从属于刑事法学是毫无争议的，

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共同构成了刑事法学的三大支柱。

（2）作为交叉学科的边缘法学的侦查学，边缘法学的观点则认为，

侦查学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法学性质和特征，因为侦查学并不是一门

完全独立的学科，而是一种交叉学科。这一观点认为，侦查学首先应

是法学的一部分，其次为完成研究侦查活动及其规律的任务，不仅需

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还需要借助广泛的自然科学的原理和

方法，通过这两者的活动来完成法律活动的基本任务，因而，侦查学

应该属于边缘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