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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ce are the special occupation in the civil service. With a range of social problems out-
standing, such as: the rapid increas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confusio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aging, these problems urgently need the power of grassroots police. 
Grassroots police face increasingly heavy work task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pressur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ed progres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takes the grassroots police of Shangshui County as an 
example, adopts literature method and interview method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focusing on 
occupational stress problems faced by local grassroots police, the source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how to do the intervention mechanism to release their occupational stress. It has an impor-
tant meaning for grassroots police to deal with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build mental health. It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harmonious and healthy grassroots police team,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realize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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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警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特殊职业，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突出，譬如：社会矛盾化激增、社会治安混乱、

社会老龄化加剧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基层民警的力量，基层民警面对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心理

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职业压力日渐增大，不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组织和社会

的稳定和有效持续的前进。基于此，本文在总结以往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商水县的基层民警为

例，采用文献法、访谈法进行调查，着重研究地方基层民警面临的职业压力问题、职业压力的产生来源

并分析产生职业压力的内外部因素，以及如何做好其职业压力的干预机制，对于基层民警的职业压力应

对和心理健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构建和谐健康的基层民警队伍，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

家社会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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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以来，由于社会资源的广泛利用和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警察成为危险性极高的职业之一。

目前，社会进入高乱风险期，治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基层民警的工作力度和强度逐渐增大，由于工作

任务、环境的强度高，公安民警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大众对警察们的行业效能越来越关注，却忽

略了民警自身面临的无比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基层民警。巨大的工作压力加上警察行业危险指数高，会

引发各种危机。工作强度大、压力大、作休不规律、超负荷工作导致民警过度劳累引发疾病，是民警牺

牲率高的罪魁祸首[1]。痛心的数据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关于民警职业压力的问题，警察职业的职业保障问

题也亟待解决，刻不容缓。因此，构建警察职业压力的干预机制，积极引导警察进行自我减压，对于构

建和谐人民警察队伍、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乃至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2. 商水县基层民警职业压力问题分析 

商水县属周口市，位于周口市市区西南部，2016 年 GDP 产值 206.4 亿元。全县范围内有 S206，S213，
S217，S219 省道，G329 国道经过，全县下辖镇 9 个，乡 11 个，国营农场 1 个，街道办事处 3 个，产业

集聚区管委会 1 个。据 2016 年官方统计，全县共有 573 个行政村，17 个居委会，总人口达到 123.8 万人，

常驻人口 89.52 万，是人口大县。商水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预防、打击整个

商水县的违法犯罪、恐怖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管理商水县籍人民群众的户口、居民身份证、国籍、出

入境事务以及其他职责。主要具体所负责的职责任务高达 17 项，由此可见商水县公安局任务艰巨，又加

上公安是社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基础，公安民警的日常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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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商水县基层警力不足与高强度工作不相适应 

由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矛盾也开始显现，刑事事件发生率增大，这时公安工作显得尤其重

要，但是公安工作的难度、强度却也不断在加重。警力的工作量可以说是公务员中最多的一个，警力的

紧张和工作任务量的加大，一个民警加班的时长远远大于法律规定，而且经常半夜出警值班，久而久之，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得警察工作心理压力大，身体承受病魔困扰。商水县属周口市，是一个人口众多的

大县，通过调查得知，商水县所管辖区域广，人口稠密，人口总数高达 120 多万。按照“通说”，当代

中国警民比为万分之十三，“发达国家”警民比为万分之三十，经调查统计，商水县公安局在职正式民

警大约共 700 左右人，授衔民警四五百，工人警一百多；其中基层一线民警 300 人左右，这些民警的服

务对象是 120 万左右的人民群众，按这个比例来算，商水县警民比例还不到万分之 3，可见警力十分不

足。在相关经济层面看来，商水县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老旧城区的改造，新城的建设，产业集聚

区的建成，外来经济的引入，治安问题也逐渐增大，社会的稳定需要基层民警的权利维护，而有限的警

力只能勉强维持难以估量的工作强度和越来越大的任务量，职业压力也由此而来，给越来越多的民警带

去了身心上的威胁和困扰。另外，我国警察的职责范围不是特别明晰，除了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处理违

法犯罪事件，还有一系列警情外的工作，工作任务大量增加[2]。人民群众通过拨打 110 求助的意识增强

频率增加 ，尤其是非警务性任务增多，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基层警力，使本就不充裕的警力显得更加单薄，

同时，基层民警陷入矛盾之中，身心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2.2. 商水县基层工作环境与职业发展的不相适应 

对于商水县这样一个贫困县，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基层派出所的执法工作

环境差，基层民警极易产生工作压力。公安派出所与其他同级行政机关相比，办案人员虽有限，但机构

多警员基数大，领导岗位少，这样一个管理组织结构，必然会导致下级警员很少有晋升的机会，因此，

个人发展受到制约。此外，消防监督与治理虽然是公安派出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但绝大多数派出所因

为治安、户籍工作任务繁重，对消防工作较为轻视，又加上自身不是专业消防人才，消防意识欠缺，不

但影响基层消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不利于基层民警的工作环境的安全性。诸如这种情况还有很多，

派出所的警车少而破旧，工作办公用具单一，建筑常年失修，面对的案件危害性极大，这无疑都会给基

层民警的工作带去压力危机。 

2.3. 商水县执法管理要求与民警职业素质不相适应 

基层民警在派出所工作，其工作的要求日益严格、执法检查要求严格、程序日益规范以及责任追究

制日益严厉。而在当代的警察管理系统中，普遍存在着重视执法检查而忽略执法指导、重视执法责任制

而忽略执法能力培训等现象[3]。派出所缺少对民警的职业能力训练，忽略了复合型能力的培养，针对这

个问题，总结以下几点：首先，专业不对应，警务人才不专业，这就会造成岗位专业性不强，管理人员

管理方式粗放式、被动式，管理深度不够，方法单一。其次，民警执法能力不强，整体素质不高，执法

管理不切实际，与现实脱轨。其实派出所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就是群众工作，通过协商解决各种治安维

护工作，现实中有部分民警在工作时，不善于与群众沟通，不善于分析治安现状，只是一味地用手里的

权力打压犯错误的群众，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治安问题的解决，更不利于调动群众对工作的支持，从而影

响整个所里的工作进展。 

2.4. 商水县基层民警人员结构不合理 

经查阅资料和走访调查，商水县基层民警人员结构有以下几个现象：其一，从 2014 年到 2016 年，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11204


王姗 
 

 

DOI: 10.12677/ass.2017.611204 1456 社会科学前沿 
 

商水县公安局在河南省招警考试中招录名额为 0 人，所以，近三年商水县公安队伍几乎无新鲜血液注入；

其二，早期基层民警在入职前有过警校学习经历或者接受过警务化管理培训的只占少数，绝大多数民警

入职主要通过政法干警考试、军转警选拔等形式，专业性不强，缺乏对公安工作压力的基本应对与处理

措施；其三，早期招录的基层民警年龄已经偏大，精力体力下降，而商水县作为经济落后县基层公安派

出所办公条件差，乡村交通不发达，面对基层公安工作一些基层民警显得较为吃力。 

2.5. 商水县缺乏对基层民警进行心理辅导活动 

针对商水县基层民警产生职业压力的问题，警力不足、早期基层民警专业性差是导致其产生的重要

因素。而且，基层公安派出所缺乏具有心理学背景的警务人员，警务心理学人才匮乏，缺乏民警心理疏

导实务与应用的专门性人才，压力与心里危机干预技术落后。2009 年，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民警心理健

康服务中心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公安部门重视民警心理健康工作者队伍的建设，在各级公安机关

建立心理健康辅导队伍或咨询机构，及时开展民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普查，进行心理疏导训练等

[4]。但是据了解，商水县公安局几乎没有组织过关于民警心理疏导的活动，也没有设置心理指导干预咨

询办公室，没有开展过针对心理健康方面的辅导或者指导会议，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使基层民警难以及

时得到舒缓，这也是加剧基层民警职业压力的又一重要因素。 

3. 商水县基层民警职业压力产生的原因分析 

3.1. 商水县基层民警职业压力产生的外部原因分析 

3.1.1. 组织管理的压力 
哈尔马斯曾在角色理论中提出，当角色要求个体在团队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时会给该个体带来压力，而当

个体被期望做出优秀的成绩但是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时就会出现角色重载，继而产生职业压力。为了基层公安

队伍的建设，基层民警面临着组织内部培训管理的压力，不科学不合理的组织结构会使基层民警产生晋升、

片面追求警务工作目标等的职业压力，商水县公安局应认识到角色压力的害处，定期对基层民警进行完整的、

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或者培训，使组织结构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和科学化，减少民警们的组织管理压力。 
据调查，商水县基层派出所在对基层民警进行培训时，常常出现以下问题：首先，培训时间间隔久，

影响了民警个人在工作上的不断学习和进步。任务繁重，警力不足，再加上学习机会的缺乏和考核制度

的严格，基层民警尤其是新入警警员晋升困难，他们更需要通过培训来获得晋升的机会。其次，培训内

容与基层警情脱轨，培训考核占据大量的时间，很多参与者只是为了服从命令而消极被动型的参与，不

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还会使民警产生警务工作目标方面的压力。另外，从心理健康方面的意义来

讲，有效的组织培训包括心理咨询，这对长期处于紧张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的基层民警是有益的，如果

这种培训缺失，基层民警的压力就得不到及时了解、正确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培训复杂冗长，会使工作

中的基层民警感到力不从心，压力倍增。 

3.1.2. 家庭生活的压力 
家庭理论认为个体在家庭中应该起积极联系，增加关怀的作用，一个家庭是一种规则的管理体系，

每个成员之间都是有组织的、重复的彼此来往。但是由于警察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工作强度特别大，加

班加点成为常态，警察尤其是基层民警常常为了工作而忽略了身边的亲人，很难对家庭中的妻子孩子负

完全的责任，从而出现家庭中角色的失衡。此外，一般而言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撑，但是我国基层民警

收入微薄，与繁重的工作相比，他们的工资显得甚少。以黄寨镇为例，警龄为 20 年的民警月收入为 3600
元左右；而对于进入派出所一两年的新警员而言工资津贴却只有 2000 元左右，经济条件落后的同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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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平也相对较低。可见，基层民警在承受极其繁重的工作压力的同时，也因微薄的经济收入充斥着对

家庭的愧疚感，使得精神压力更大。 

3.1.3. 社会环境的压力 
能力–环境压力理论认为要关注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即人们对环境的适应状况基本上依赖于

其能力与环境压力的匹配程度。现实中当今时代警察职业极具危险性和挑战性，新常态下又面临舆论的

巨大压力，是压力的高密型的职业[5]。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商水县的政治文化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然而，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难免会出现社会动乱、治安不稳的现状。社会的舆论往往出现不负责任

的媒体报道，使警察处于被动，被误解，被打击报复。民警好像是什么都管的职业，但又没享受到任何

职业带来的优惠利益。维护公共秩序的同时常常使警察站到民众的对立面，当发生重大案件一时难以破

案时，遭到的是社会的不认可和责难等。社会上某些对警察带有的负面的、片面的认识使得本就没有任

何私心的警察心理上承受巨大压力，工作积极性也严重挫伤，对比社会也会产生不平衡感。  

3.2. 商水县基层民警职业压力产生的内部原因分析 

3.2.1. 个人发展的压力 
在任何一份工作中，个人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基层民警的个人发展无形之中给民警带去了巨大的压

力。对于商水县基层派出所来说，晋衔时间久、升职加薪困难，个人发展空间小等事实是民警在个人发

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加上新进警员少，基层群众工作离不开人，所以，近几年，商水县基层派出所

晋升岗位少，职务晋升很难，这样的结局就是，一些业务技能优秀、知识水平偏高的基层民警在得不到

重用发展时心理会产生抱怨，但更多的是压抑的挫败感和失落感，久而久之产生职业压力，导致懈怠心

理，不仅不利于生理健康，也使基层民警的健康心理和个人进展受到严峻考验。 

3.2.2. 心理素质导致的压力 
关于心理素质的研究，普遍被人们认可的是马斯洛的心理素质好的十表现理论，分别是充分地适应

力、准确的了解自己，并对自我能力有适当的评价、生活目标符合实际、不背离现实、保持完整和谐的

人格、善于经验中的学习、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情绪的发泄与情绪的控制能适度把握、保持集体利益的

情况下有限的发挥个性、在社会规范的情况下，恰当的满足个人基本需求。据调查，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

早期基层民警来源较为广泛，在入职培训时并没有进行过或者极少接受过公安民警心理行为训练教育，

没有进行过心理建设和压力疏导的系统性学习，心理素质与所从事的职业不相匹配，在进行高强度高危

险高重复率的基层工作以后会有心理压抑、不自信、不可控的心理烦躁甚至人格不完整的情况，参照马

斯洛的理论，恰恰是心理素质差的表现，加上基层民警工作环境差，易产生心理创伤，且产生心理创伤

后，缺乏及时正确的心理干预和自我疏导，久而久之形成职业压力。 

3.2.3. 生理素质低导致的压力 
变态心理学认为：生理上的变化会使心理产生反应，而心理问题同样会在生理上表现出来[6]。基层

民警长期加班容易导致失眠、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等疾病，据调查，商水县公安局 45 岁以上的基层民

警患有各类疾病或职业病的人数高达 93%，这些疾病作为健康杀手时刻困扰着基层民警的工作和生活，

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使患病民警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轻者形成精神压抑，影响工作状态，重着甚至

会导致精神分裂症，人格缺陷。心理与生理的作用极易导致基层民警产生职业压力。 

4. 应对商水县基层民警职业压力的干预机制 

基层民警的职业压力来自于方方面面，为了更好地促进商水县基层民警的工作环境优化，对其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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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进行调适是必然的，但压力的调适是要靠警察个体本身和警察外环境所共同来解决。因此，在深入

探索过基层警察的职业压力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我们要对基层警察职业压力做出有效的干预

机制，使基层警察摆脱职业压力的困扰，塑造健康的心理。 

4.1. 加强对基层民警职业压力危机的控制 

4.1.1. 加大对职业压力源的控制 
首先，要提高基层民警对压力的认识，主动寻找到压力源，并减轻其对自身的影响[7]。职业生涯中

的情绪变动有很多，要求主体对其正确的感知。正确的对某种压力源进行感知，对自我很好地做出调适

的措施，及时缓解压力时有很大帮助，因此，要训练民警对职业压力的感知，要训练民警以正确的心态

应对压力，乐观积极的心态处理压力带来的影响。其次，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职业压力源的数量和强度，

这里可能包括：工作强度、绩效考核标准、工资待遇等。 

4.1.2. 培养基层警察的自我抗压能力 
抗压能力是个体面对生活职业中的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和承受能力。培养民警的自我抗压能力，

可以降低他们面对压力心理的脆弱和健康危机，有利于使其在职业压力中变压力为动力，主动寻找预防

机制，可以从训练其职业幸福感、乐观人格、自我认知调整和问题解决技巧等等着手，积极地工作态度

通常会降低对工作的消极情绪，同样感受到的压力会较少，自我抗压能力需要基层民警从自身调整开始。 

4.1.3. 通过阅读疗法降低职业压力造成的影响 
阅读疗法通过对相对应书籍的阅读可以有效缓解警察的职业压力，用书中的知识充实自己，用独到

的信息改变自己，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纵观商水县基层派出所，民警对于学习读书的概念很弱，这也

与他们所处的工作地域环境和工作强度有关；整天处于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状况，心理压力十分大，黑

暗面积也会变大，而阅读能让他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心胸更加宽广，心情也更加舒畅，才能更

好地摆脱职业带来的困境，从而会主动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相信通过阅读，通过自己的时间努力，职

业压力会慢慢远离。 

4.2. 提供合适的岗位，进行基层民警职业规划 

4.2.1. 采取岗位调整，注重职业规划 
公安局派出所组织管理层面，要注意对组织工作的结构化进行调整，明晰每一个工作的任务和目的，

在人员配备时要根据不同的民警的不同特性，人职匹配，注重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按照岗位要求，选

择适合的民警从事，并注重他们的职业规划，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能力特质，在工作中积极鼓励每一位

年轻民警，鼓励他们找到自己的工作目标和方向[8]。虽然商水县基层派出所工作岗位少，晋升困难，那

么，可以采取职位调整，岗位轮换等方式让他们对自己有正确评价，同时，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发展

空间，从而做出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构建职业生涯发展平台，实现每一个民警的职业发展。 

4.2.2. 改革基层民警岗位培训，提高职业素质 
岗位培训不仅仅是用来晋升加薪的一个筹码，更重要的是针对个体的需求而进行的培训。在这种教

育性的培训中，对于基层民警来说，更多的是进行岗位培训，针对不同工作做不同的教育，使其对本职

工作更加熟知，努力培养他们的岗位认知度。另外，不能一味注重培养民警多方面知识素质，要努力培

训其向复合型人才转变，注重其职业素养的培训。要避免培训内容和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情况，针对基

层民警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培训，贴近当地经济社会状况，把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帮助民警以怎样

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为前提，以培养职业能力为主要目的进行岗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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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完善激励和晋升机制 
改善基层警察激励和晋升机制，有利于很好地调动警务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有效解决

“干好和干坏一个样”的问题[9]。派出所激励机制要以案发量少，秩序良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总

体目标；完善评估机制，确保警务工作在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有效性得到充分体现，使奖励和惩罚明确，

这样，能够有效地刺激民警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使原来的压力过大、责任感过大、激励机制缺乏等情

况得以改善，最终达到提高工作绩效的目的。 

4.3.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保证基层民警心理健康 

4.3.1. 建立起家庭支持的网络 
家庭是每一位警察生活的重要场所，是他们在经历繁重工作压力时可以栖息的场所，是主要的精神

支柱。商水县作为人口大县，农村人口又占绝大部分，可见，基层民警面对的工作对象具有数量多、难

度大、情况复杂等特点。建立起家庭支持的网络，上文提到基层警察职业压力的来源之一就是家庭原因，

一个完整的家庭无不充满着爱情、亲情和温情以及我们都需要的归属感[10]。基层警察在受到工作上高强

度的压力、组织管理的制度压力以及社会舆论带来的压力等等，家庭则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和获得关爱

的地方。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理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警工作中的职业压力，也是他们产生工作动力

的重要源泉。建立和完善家庭支持网络，对整个公安警察团队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很大帮助。 

4.3.2. 改善社会环境，降低来自于社会的压力 
对社会而言，社会环境对民警工作态度的改变是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民警面

对社会工作形成的压力。首先，提高民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虽然职业不分高低，但是一个职业的

影响力越大，认同感越强，从事该职业的人从中得到优越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工作更好地开展。警察的

职业影响力和支持应该得到加强，给更多民警以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鼓励，给予他们需要的精神力量。其

次，改善民警执法的环境，民警做的更多的是出警维护治安，面对很多邪恶黑暗的一面，为的是保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改善民警的执法环境可以有效地降低民警由于执法环境造成的心理压力或心理

不健康状况[11]。另外，要提供有效的警务保障，警务保障是每一个民警认真履行职责，做到各尽其职的

前提，民警为保护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家庭的利益甚至生命，对民警的警务保障是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民

警有效处理各种职业压力危机的物质前提。 

4.3.3. 加强对基层民警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 
为了缓解基层民警的职业压力危机，更好地保障民警心理健康，加强对派出所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机制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心理教育活动，比如心理沙龙、心理健康讲座、团体心

理辅导等等形式促进民警对心理健康学知识的了解，同时，训练他们如何在心理上出现问题时积极面对，

以及应对的策略、技巧和决策能力等[12]。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心理咨询辅导机构，

聘请专业的心理学人士，对基层警察进行基础心理健康进行辅导，通过热线的开通，同时，设立心理辅

导办公室，建立心理咨询信箱或公众平台，这样有针对性地对警察心理问题进行调节，对心理压力大的

警察进行及时辅导，对具有严重心理疾病的民警可以做到及时采取治疗方案。心理问题不可疏忽，只有

个体具备了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才能在工作上发挥更大的潜能。 

5. 结论 

警察队伍肩负着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承担着保护人民、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他

们的存在无比光荣。然而，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及其具有危险性的、来自工作本身、来自家庭内部以及

来自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使本就工作强度大、任务繁重的民警承受的压力更大，鉴于此，我们在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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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警这个群体的职业压力心理问题时，要及时作出关于降低民警职业压力的干预机制，通过各方面

的努力和支持，使其有效地摆脱压力困境，也为我们能有一个更加美好地社会秩序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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