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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基本涵义及其发展沿革探析
毕雪梅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在我国，公安民警属于公务员序列，因此公安民警工

资待遇基本上延续公务员的待遇标准，但因为其行业特殊性，公

安民警工资待遇与普通的公务员待遇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通过

界定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的基本涵义，探究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

发展的沿革来理解公安民警这个行业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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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涵义

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以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为基础，所以

界定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内涵，应从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建

设的逻辑起点分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公安机关的成立公

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出现，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发展，经历

了与旧制度的整合到新制度的确立，从与公务员工资待遇别无二

致到逐渐有了警察职业特色制度建设的发展过程。

（一）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的概念

1. 公安民警的范畴

“民警”一词的全称是“人民警察”，在我国人民警察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范畴中，“人民警察不仅包括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还包括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狭义的人民警察是指公安机

关的人民警察，简称“公安民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公安民警

按不同职责分工，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同时，公安民警也是公

务员，依据《公务员法》履行职责，被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

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人员。

2. 公安民警工资待遇

目前，我国学者对警察工资待遇概念的认识，存在不同观点。

参考学者张翠梅、安翠丽在文章《中英警察薪酬保障体系对比研

究》中提出的，“警察薪酬是指警察工作付出而获得所有经济收入，

既有直接的收入又有间接性的待遇等”。张承先、王军、满俊认

为，警察福利待遇保障是指：“对警察个体的工资、医疗、保险、

抚恤和其他物质上的优待。”赵明峰认为，警察工资的构成为：“基

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住房和医疗补贴，还包括年终一次性

奖金，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保持相应的增长。”虞迎新认为，“民

警的职务工资主要体现在其承担的工作职责大小，不同的职务对

应有差别的工资标准；民警的级别工资体现为资历和工作实绩等，

每一级别设定不同标准的档次。”

想要科学地界定公安民警的工资待遇，须明确在我国公安民

警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以公务员身份履行警察职责，接受警察

任务，具有典型的职业特殊性。但民警工资待遇在公务员的名义下，

工资待遇一直实行公务员工资标准，以公务员工资收入的主体部

分为基准。

根据 200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

安民警实行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公安民警工资待遇是

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民警特有的基本工资，包含着级别工资、警

衔津贴、职务工资和干警岗位备勤补贴。二是福利性质的工资包

含工作性的津贴、降温费补贴、生活性的津贴和延时给予的补助。

除去扣发项和住房公积金就是警察工资待遇的全部。警衔津贴体

现在警衔级别的不同津贴收入有所不同，补贴基本是根据各个地

方的财政收入状况来决定津贴补贴。奖金既包括年度考核称职及

称职以上年终发放的一次性奖金，也包括立功受奖发放的一次性

奖金。

因此，本文对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的涵义解释：公安民警在其

职责范围内完成工作任务后所获得的与其岗位职责、风险特点相

适应的工作报酬以及福利待遇的总和。

（二）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含义

我国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是建立在公务员工资制度发展的

基础上，结合警察工作艰辛与奉献牺牲的职业特点，演变出相对

独立的公安民警特有工资待遇制度。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具体

是由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的标准、工资待遇的原则、工资待遇的等级、

工资待遇的水平、工资待遇的形式、工资待遇的发放等规定以及

一系列具体措施的综合。

综上所述，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涵义是：在一定社会条

件下，公安机关为达到预期目标，在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发展完

善的基础上，依法制定的区别于一般公务员，具有公安民警职业

特征并为公安民警普遍认同的工资标准、工资原则、工资形式、

工资发放方法等一系列管理规定的总称，并对公安民警依法履行

职责起到保障、激励的基本作用。

二、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发展沿革探析

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发展历程的划分，是以公务员工

资待遇制度建设为基本依据，在不同时段结合当时社会公安工作

新的形势，以及发展要求进行的。本文将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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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沿革作如下探析：

（一）从供给制到工资制阶段（1949~1955）

新中国成立之初，于 1950 年 1 月颁布了《关于中央直属机关

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试行规定》，供给制度和工资制度在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分别实行。此规定属于试行阶段，

所以在执行上分两个时期来进行。

1. 第一个时期是沿袭解放前执行的供给制

即当时的工作人员，政府免费按需供给其基本生活必需品。

虽供给制并不具备遵循商品价值规律的特点，是当时物资供应困

难的产物，供给制为我国当时历史时期新中国政府取得胜利提供

了稳妥的经济保障。

2. 第二个时期是开始实行解放后的工资制

除自愿享受供给制以外，工作人员都执行工资制。随着解放

区的扩大，供给链加长，实际需求和有效供给之间的失衡，导致

了资源的浪费，因此，供给制暴露出了弊端，工资制也就应运而

生。此时，为了更好的衔接另一种分配制度，供给制和工资制的

标准基本没有差别，工资制待遇实行工作人员各自负担其家庭一

切费用。因此，它更加符合“按劳取酬”以及“同工同酬”的原则，

使得分配形式变的简化和统一，打破了原先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形

式，并设定了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较供给制，工资制体现

出了按劳分配的差异性。

1955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

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后，我国工资制度的执行方式发生

了转变。同年，我国结束了供给制与工资制并行的局面，开始单

独执行工资制。

（二）从工资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阶段（1956~1984）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状况已基本能满足工资货币化。1956 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文中规定我国决定实施货

币工资制度，取消了物资供给和物价相当的津贴，改为货币形式

的工资标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建立的工资制度，对我国

今后工资制度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并为随后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文件最独特的一点是首次明确我国国

家机关的工资实行职务等级制。

同年起，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统一实施了职务工资制。

所谓职务等级工资制是指将工资分为 30 个等级，职务等级与工资

标准是一一对应，即职务等级工资制。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一

个职位多个等级，上下交叉”。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是等级森严的

工资制度。该制度过于平均化的缺点也随着经济发展日渐暴露，

激励作用逐渐减弱。

因此，实施了长达 30 年的等级工资制度发展到 1985 年出现

了转机，为了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开始了新的改革，在全

国建立并推行结构工资制度。

（二）尚未建立警衔津贴的结构工资制阶段（1985~1994）

随着此前的职务等级工资制不再能满足我国发展的需要，

1985 年国家进行了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公务人员逐步从企业工

资制度分离出来，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性工资制度，自此

结构工资制度建立。

“结构工资制中，公务员工资结构分为基本工资、职务工资、

奖励工资和工龄津贴四大基础部分。”1985 年以来职务工资成为

结构工资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机关事业单位依照自身特点建立

其工资制度，在建立正常增资机制的同时设立地区津贴制度。这

一制度对国家政权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公务员制

度至今仍沿用的分配方式。

1993 年以来，我国正式设立公务员制度，实行职级工资制度，

在其职级工资制度基础上，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同时，实现了工

资的正常增长，完善了奖金制度。本次改革将公务员工资制度从

工作状况、工作特点、工作职责和工作时间等与机关、事业单位

进行区别，逐渐实现工资制度正规化。

实行“职级工资制”是这次改革的重要标志。然而，此次工

资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了问题：一是基本工资是很难适应物价水

平的动态变化；二是职务工资难以反映不同工作的具体要求；三

是奖金发放实施标准平均化，难以达到激励效果；四是工资增加

只能通过职务晋升实现。虽结构工资制自建立以来使工资制度发

展更为清晰，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细节部分无法落实。对广大公

安民警来说，并未突破警察的公务员身份，所以公安民警工资待

遇面临的基本问题仍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四）建立警衔津贴的结构工资制阶段（1995~2005）

1992 年 7 月之前，我国警察仅可通过徽章、领章等特殊服装

标志进行职业辨别，无法进行级别区分。直到 1992 年 7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出台，人民警察警衔制度正式

建立才可通过警衔津贴来识别警察的不同级别。初期执行的公安

民警工资待遇制度，警察衔级并没有直接反映在工资中，只是其

工资待遇略高于其他政府部门行政人员。

直到 1995 年我国建立了警衔津贴制度才使警察收入与其他公

务员有一些区别，自 1995 年 1 月 1 日，我国正式建立警衔津贴制

度，各级公安部门，安全、监狱劳动管理部门，各级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部门的在职警察均可获得警衔津贴，此外，我国公安

民警警衔津贴随警衔晋升而增长。

由此，警察工资标准中高于其他行政人员的部分主要体现为

警衔津贴。相比同级别的其他行政人员，警衔津贴就是按级别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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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二级警员，每月工资高于普通行政人员 64 元。自警衔津贴

制度建立以来，尽管工资收入未实现显著提高，但公安民警职业

荣誉感有所提升。

（五）提高警衔津贴标准和待遇保障的结构工资制阶段（2006~

今）

2006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实施，明确规定

了公务员工资待遇的依据。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干部激励和保障

机制，完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制度。从而优化工资结构，取消

基本工资和工龄工资。岗位责任区别仅通过不同职务收入差距进

行。职务级别从原有的 15 个增加到 27 个，这是该时期工资制度

改革最明显的变化。

此外，还实行了区域附加津贴制度，加大了补贴力度，增加

了边远地区困难津贴和岗位津贴，实现了地区差别化补贴制度。

本次工资制度改革根据每年的考核结果，实现职级晋升及工资增

长。并依据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物价增长指数，调整公安民警工资

待遇。此次工资制度改革保留了警衔津贴制度，将警察与一般公

务员进行了一定区分。

2014 年，全面深化公安体制改革开局之后，公安民警职业保

障改革大力调整“三步走”的政策也全部出台，已实现警衔津贴、

值勤岗位津贴和人民警察加班补贴等待遇调整，人均净增资 1550

元。这是自 2006 年以来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

2015 年公安部为全体在职民警购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病故的赔付 10 万元。此外，还提出举行警察退休仪式，对民警进

行精神激励。

2015 年底我国出台新的警衔津贴标准，某省部分地区实现警

衔津贴按新标准发放，随后其他县市也全部兑现。如 2016 年 4 月，

河南出现了全省首个全面落实警衔津贴的市局。但是，必须看到，

此次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改革政策出台后，由于涉及人数多、

金额大，在政策执行方面也有一些困难。部分财政紧张的县市，

仍然在政策规定与当地经济状况之间存在出入，落实难度大。我

国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仍然在路上。

三、结语

总之，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涵义界定应当符合其职业特

性，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建设在发展沿革中表现出一定的阶

段特性和行业特性，因此，探究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发展沿革

对于制度建设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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