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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文献梳理视角分析了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研究生教育研究现状，指出该领域研究主要聚焦国家

安全学学科建设、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公安工作专业领域警务硕士培养等内容，阐释了国家安全战

略视域下警务硕士人才培养的总要求，并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以及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培养警务研究生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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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researche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
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policing postgraduates. The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cultiva-
tion of policing postgraduates to better serv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puts forwar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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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training policing postgraduates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design,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al-
ent-cultiv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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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2022)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1]国家安全战略是从国

家和国际的全局高度筹划和指导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方略，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我国国家

安全战略建设不断提升、战略体系不断健全、战略内容不断完善。2013 年我国正式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

会，旨在健全国家安全体制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2]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3] 2015 年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防控重大风险、加强法治保障、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等方面工作。 [4]在党的十九大上，总书记 18 次讲到“国

家安全”，并专门提及“国家安全教育”。 
教育界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响应，以 2018 年 4 月 9 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

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依托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现有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国

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为重要标志。2018 年 8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

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性意见》要求加强国家安全等急需学科专业人才培养。 [5] 2021 年 11 月通过

的《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 年)》，强调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

构建新安全格局；必须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统筹做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

安全、新型领域安全等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2020 年 12 月，教育部确定国家

安全学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对于推动和优化国家安全学学科的长期发展，为国家安全人

才队伍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新时代对公安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公安院校要立足新时代，围

绕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基于国情世情推进警务专业研究生教育，提升国家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满足

新时代国家对公安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新期待。警务硕士即警务专业学位研究生。警务专业学位是在职

民警培训教育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有机融合。警务硕士既有学历教育的属性，也有在职民警培训

的属性。警务专业研究生教育是新时期我国优化公安研究生教育结构、适应公安队伍发展需要的重要举

措，符合我国公安教育职业教育属性，满足公安队伍对于高层次公安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开展国家安全

战略视域下的警务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对于优化我国公安研究生教育结构，提高公安类院校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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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研究生教育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安全的专题研究成果贫乏，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在中国

知网键入主题词“国家安全”并含“研究生教育”或并含“警务硕士”，进行模糊搜索，截至 2022 年 3
月发现，关联度较高的仅有 3 篇文章，分别基于以下研究视角。 

2.1.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陈嘉鑫认为，国家安全学学科的特色研究方向缺乏凝练，课程建设欠缺创新性，学科专任教师的培

训力度不够，教学内容缺乏体系性，实践教学环节难以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建设需要遵循学科发展

规律及完善学科知识架构，同时也要建立起国家安全学学科与相邻学科的互动范式，促进国家安全学学

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6] 

2.2. 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谷秀娟在《研究生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研究》文章中指出，研究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

其国家安全意识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中国梦”的实现，也

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因此，要端正对国家安全教育的认识，改革公共政治课的教学内容，

以网络为平台创新安全教育方式方法，提升研究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 [7] 

2.3. 公安工作专业领域警务硕士培养 

张梦星在《国内安全保卫领域警务硕士培养相关问题思考》中分析了国内安全保卫领域警务硕士培

养存在的问题，建议要保证专业对口衔接紧密，突出课堂教学重点，增强授课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加强

校局合作，建立警务硕士人才库，形成高层次、应用型公安专门人才的有效储备。 [8] 
鉴于学界对国家安全视角研究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成果较少，扩大文献梳理范围，在中国知网键入主

题词“国家安全教育”并含“高校”，查到 240 余篇论文，主要研究视角为：我国高校国家安全意识培

养工作现状研究、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重要性研究、提高高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研究、国外高校

国家安全教育的启示。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分析和研究现

状方面，思路基本上都是针对现状，找原因，提对策，而关于高校研究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研究太少，

关于安全战略视域研究警务硕士人才培养问题则少之更少。 

3.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警务硕士人才培养要求 

构建国家安全战略下警务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是新时代我国优化公安研究生教育结构、适应公安队伍

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警务硕士培养应立足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大局，打破传统学科之间壁垒，以新设立

的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学科建构为依托，以公安学为核心，把国家安全战略要求与要素融入警务硕

士培养全过程，探索改革警务硕士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与评价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教育在公

安院校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体化架构，满足公安队伍对于高层次公安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更好提

升国家安全教育、服务国家安全战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学科专业教育共同发展。 

4.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警务硕士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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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对于“人才培养

模式”这个概念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其下过定义，通常认为人才培养模式，实际上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

培养规格以及实现这些培养目标的方法或手段。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可以包括四层涵义，即培养目标和规

格；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整个教育过程；为实现这一过程的一整套管理和评估制度；与之相

匹配的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如果以简化的公式表示，即目标 + 过程与方式(教学内容和课程 + 
管理和评估制度 + 教学方式和方法)。立足于警务实战要求，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警务硕士人才培养模

式应包含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和教学质量评价等四个方面。 

4.1. 培养目标 

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确立对于研究生培养起到引领方向的作用。科学合理的培养目标对于培养单位和

培养对象具有双重激励作用：一方面，能够激励研究生培养单位更重视学生，积极为研究生培养创造有

利条件；另一方面，能够不断鞭策学生，聚焦学业目标，笃定前行。 
以某省属高校为例，其警务硕士(警务管理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对于培养目标的具体要

求描述如下：第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

任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警察职业道德；第二，掌握警务专业领域坚实的基本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

识，熟悉相关要求，并能熟练解决警务实际问题；第三，具有较宽广的国际视野，较强的交流沟通、语

言表达和团队合作能力；第四，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

能力。 
国家安全战略下警务硕士人才是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其培养目标应覆盖以下四个维度：厚实的

警务管理理论基础与专业技能；以系统思维为核心的警务管理职业素养；熟练运用现代管理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能够胜任新时代警务工作。因此，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警务硕士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应立

足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大局做出适时调整： 
首先，铸牢忠诚根基，铸就忠诚警魂，要求警务硕士人才培养应强化忠诚教育。以警校为起点，传

承红色基因，向公安队伍输送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高素质过硬警务硕士人才，需要在人才

培养目标中不断强化忠诚教育这一培养目标。 
其次，夯实知识基础，强化警务专业技能，警务硕士人才应培养紧跟警务实战发展趋势。国家安全

战略视域下的公安工作，需要警务硕士人才对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有充分认知，

这一更新、更高的要求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中有所体现。 
最后，培育国际视野，提升科研素养，警务硕士人才培养应注重警务科学创新能力培育。国家安全

战略视域下的公安工作，需要警务硕士人才能够从公安视角研究解决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因

此，需要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语言文字、交流沟通、工具技能、信息检索等研究素养方面的要求。 

4.2. 课程设置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国家安全学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信息、生态等多个领域，属于大融合、大交叉的新兴学科。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的警务硕士人才

培养，应关注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在传统警务硕士课程设置基础上引入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

科技安全、新型领域安全相关教学和实训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以某省属高校为例，其警务硕士(警
务管理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包括公共课、专业课、实践环节三个模块，采用讲授、

专题讲座、研讨交流、案例教学、现场模拟等多种教学方法。 
其中，公共课为获取硕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具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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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想、警务英语、自然辨证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专业课分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专

业必修课具体包括：犯罪与警务理论、国家安全学理论、警务科学研究方法、警务科技前沿、警务执法

规范实务，等 5 门学位课；专业选修课具体包括：中外警察制度比较；警察人力资源管理；中国文化安

全学；公安决策学；公共管理学经典文献选读；公共事件预警防控；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研究；公安专题

讲座等。实践环节包括警体训练和警务实践，其中警体训练侧重体能训练和警察技能训练；警务实践突

出应用能力培养和专业技能的训练。 
该课程设置与本科专业课程衔接较好，兼顾现阶段实战需求，同时设置有中国文化安全学课程，是

对现阶段国家安全战略的积极响应。但对于帮助研究生树立国家安全认识的现实要求还尚有欠缺，应继

续改革公共政治课的教学内容，应注重加强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帮助学生牢固树立整体国家安

全观；专业选修课应注重专门知识与技能的拓展与训练，紧密结合实战，时刻把握危害当前国家安全的

重大风险，使其融入课堂，从而强化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知识技能。 

4.3. 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警务硕士人才科研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理论研究的创新能力，即面向警务

理论的学术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要求学生能够在学业过程中深入探索警务理论；另一方面是创造性解

决警务实际问题的警务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要求学生能够紧密联系实战，发现并创造性解决实战

中遇到的新问题。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的警务硕士人才的培养，应在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加深学生对于国家安

全知识的理解，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具体应在以下环节：一是，夯实警务理论基础，特别是不断完善

国家安全相关学科的通识教育；二是，拓宽学术视野，积极参与国家安全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三是，

积极参与警务实践，对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警务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4.4.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推进国家安全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内外协作、多学科融合、跨部门联动等众多维度。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培养的警务硕士人才，是面向公安实战的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因此，对于国

家安全战略视域下警务硕士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既要注重培养环节是否紧扣培养目标，也应关注培养

效果是否符合目标预期，即双闭环评价体系。具体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完善学业过程考核评价机制。对课内知识学习、科研创新、学术交流等不同维度的开展细化

考核，将培养方案所列的培养环节映射到考核评价体系中，通过考核评价机制鼓励学生灵活科学的分配

时间，统筹兼顾。 
第二，丰富学位论文评价维度。一是，加强学位论文选题的科学论证，强化学位论文的实战导向；

二是，规范学位论文研究环节，鼓励引入国家安全视域下警务实战案例；三是，加大论文评审力度，邀

请实战专家作为评审专家。 
第三，健全培养结果追踪评价机制。一是，积极与用人单位对接，针对警务硕士人才培养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查漏补缺；二是，按照国家安全战略下公安工作的现实需求，适时调整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 

5. 结论与展望 

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公安工作能够从国际和国内的全局视角统筹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构建国家安全

战略视域下的警务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是公安院校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需要，也是公安队伍

提升国家安全意识，为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的重要保证。随着公

安工作中，不断强化的服务国家安全战略要求，警务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必将不断深入、持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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