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 Vol. 4 No. 9 2021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困境及对策浅析
毕雪梅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公安民警工资待遇不仅是单纯的劳动回报，也是体

现公安民警职业尊荣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公安民警

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付出与回报不平衡现象突出的情况下，进

一步提高公安民警工资待遇不仅是降低警察职业风险的重要途

径，也是加强警察职业保障制度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

此，本文通过研究建立符合公安民警职业特点的工资待遇制度

的路径，为进一步深化公安体制改革，加强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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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健全人民警察

职业保障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和人

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成为我国政法体制改革的

主要内容。2018 年 1 月 24 日，赵克志部长提出：政治建警、

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待警、从优待警的“五警战略”。

从战略高度提出“从优待警”就是要求应更加重视优待警察，

这不仅是公安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加快推进公安民警职

业保障制度建设进程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全面深化公安

体制改革中，警衔津贴标准有所提高，部分落实了值勤和加班

补贴，但警察经济保障中工资待遇偏低，不能解决警察因工作

高风险，一旦发生意外后导致的实际生活困难，其工资待遇制

度建设还存在许多根本性问题，如工资激励作用稍弱等。如何

做到警察工资待遇提升的科学性和动态性，使其充分发挥激励

保障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用经济保障警察权益，建立科学的、

合理的、相对独立且体现职业特点的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

不仅是牵警察职业保障的“牛鼻子”，而且在全面深化公安体

制改革中也具有基础性地位。只有不断完善公安民警工资待遇

制度建设，才能充分体现从优待警的方针。

一、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现状分析

从以上对我国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历史回顾分

析，我国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就体现，是由最

初与公务员工资待遇没有差别，并随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的改

革而有所发展，到逐步体现出警察职业特点的发展改革。虽然

制度建设上有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看，警察工资待遇的收入

状况，基本上反映了作为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标准，并没有体现

出警察职业风险与奉献的特殊性，改革空间仍然很大。具体成

就见下图表及文字：

表 1　近 60 年来我国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建设概况①

年

份
发展成果    相关文件

1956 首次工资制度改革，建立职务等级工资制（一职数级） 《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1985
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建立结构工资制，工资的结构由基本工资、职务工资、

奖励工资和工龄工资组成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

案》

1992 人民警察警衔制度正式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

1993
实行结构工资制，但工资的主体结构变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而且与绩效

结合，同时还建立了增资制度

《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国家公务员

暂行条例》

1995 建立警衔津贴制度 《人民警察法》

a资料来源于公安机关内部我国（警察）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建设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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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取消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简化工资结构，完善工资增长方式和津补贴制度。
《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制度的通知》《公务员

法》

2012 略微涉及警察工资待遇的部分相关内容，但未详述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

2014 提出部分独立于公务员之外的社会补贴以及职业福利 《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

2015 新的警衔津贴办法提高警衔津贴标准 《关于调整机关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实施方案》

图 1　警督津贴标准对比

图 2　警司津贴标准对比

图 3　警员津贴标准对比

近 60 年的发展历程（如上图和表）可见：我国公安民警

工资待遇制度建设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基本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在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逐

步建立了警衔津贴制度，体现出警察职业特点，这对于警察来

说，是第一次对其职业特殊性的真正体现，而不再是仅仅按照

公务员工资标准给予警察几乎相同的工资待遇。几经发展，在

《人民警察法》和《公务员法》法律文件中也谈及警察工资待

遇的相关内容，使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的发展有一定的法律支持。

最近一次改革中，警察的警衔津贴标准有所提高，一级警

督警衔津贴增长的较多提高了约 5.32 倍；二级警督提高了 4.93

倍；三级警督提高了 4.55 倍；一级警司增长了 4.32 倍；二级

警司增长了 4.06 倍；三级警司增长了 3.77 倍；一级警员增长

了 3.70 倍；二级警员增长的最少为 3.61 倍。②这是对公安民警

职业风险和牺牲奉献等职业特殊性的一种认可和激励保障。同

时，对于公安民警工作热情的调动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

表 2　2006 年与 2015 年警衔津贴标准额对比③

警衔津贴标准 2006 2015

一级警督 235 1250

二级警督 223 1100

三级警督 211 960

一级警司 199 860

二级警司 187 760

三级警司 175 660

一级警员 165 610

二级警员 155 560

一、当前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困境

（一）工资待遇与民警付出不成正比

我国公安民警的工资待遇基本参照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标

准，忽略了公安民警的工资待遇与其职业风险的相适应。④近

年来警察的警务工作量大大增加，但其工资待遇并没有随着警

b警衔津贴原始数据来源于笔者 2017 年在济宁实习政工处查阅文件所得，其中倍数数字是笔者计算所得 .

c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在 2016 年 1 月 28 日印发的公安机关内部文件 .

d《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 40 条，人民警实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并享受国家规定的警衔津贴和其他津贴、补贴以及保险福利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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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增加而大幅度提升。虽然相关法律规定，警察享有警衔

津贴和保险福利以及其他补贴，但实际上，警察一般每月只比

普通公务员多领到 175 至 235 元，但却承担着更多的工作量和

职责。长此下去，很难调动警察的热情，导致公安民警工作积

极性不高。警察频繁加班和停休，“五加二、白加黑”成为工

作日常。此类实例不胜枚举，例如，某地警察执行了 80 天不

休息的某项大规模安保任务，至少有 1/3 的警察全天在岗，另

外 2/3 平均工作时间超过每天 13 小时。⑤

除正常公务员序列工资外，公安系统中额外工资加班补贴，

每人每月 6 天每天 80 元，遇到节假日每天 100 元。二执勤津贴，

每人每天 8 元，每季度 60 到 65 天（不含加班天）。⑥就目前

的标准来看是属于偏低的劳动报酬，与民警艰辛付出、奉献牺

牲的职业特点并不相匹配。长期以来，公安机关不单把警察工

作作为一个职业，更是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把勇于牺牲和奉

献作为核心价值观。但警察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履行家庭义务。

繁重的工作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导致对家庭的付出甚少。

如果工作不能为家庭创造更多的收入，不仅会影响生活，更会

影响工作热情。

（二） 工资待遇不合理差距未解决

从现实调研情况看，公安民警工资待遇整体水平脱离了市

场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二者并不相称。公安民警工资待

遇与其他大部分行业之间尚存在差距且有待解决。公安民警的

工资标准和工资级差都很低。另外，近年来，我国其他行业工

资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国警察基本工资收入其他相比，差距

比例越拉越大，总体工资收入与其他公务员相比，差距甚微，

仅高出约 5%。⑦所以，目前公安民警现行的工资待遇制度，

与警察工资“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的目标相比，并没有落实，

现有规定仍然没有体现出与警察职业的艰辛付出和奉献牺牲相

一致的优厚待遇特点。2014 年公安部课题组《公安民警职业

保障研究报告》调查问卷显示：因为基本工资在整个收入中所

占的比例减少了，民警收入“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程度减

小。特别是在 2010 军队规范了津、补贴制度之后，警察和军

官的工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警察的平均工资收入比军队低

30%。另据课题组调研，Y 市现在最新的月平均工资是 6875 元，

Y 市局里参加工作 25 年，正科级干部，现在工资是 6600 元，

还低于 Y 市的平均工资。⑧

（三）目前工资待遇激励作用不明显

无论是物质上的工资待遇激励，还是精神上的政治晋升激

励，激励作为一种管理要素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

在我国公安机关人事管理中，工资待遇制度激励效果不明显。

首先，公安民警工资待遇体现着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根

据对中国《劳动法》规定的理解，“同工同酬”既要体现出无

差别的工作岗位，还应提供同等的工作量，并产出一样的工作

业绩。而现实情况无法体现个体差异，导致危险及超负荷的工

作无人愿意承担。根据我国警察工资制度的历史变革，每一项

改革都规定了同一级别基本相同的待遇水平，即平均主义的形

式。该制度导致警察不论职务如何，只要维持工作到一定的时

间，就可以获得相当的资历。只要级别相同，他们就应该享受

同样的工资。不同岗位相同职级的民警工资收入差距较小，所

以民警工资待遇的激励作用难以发挥，无法体现出我国民警职

业特点所应有的激励作用。

其次，公安民警工资待遇改革的时间间隔较长。虽然公

务员会根据档次和级别，逐渐提升工资，但是增长激励机

制周期长、标准低，每提升一档和一级，工资收入仅增加

50 ～ 60 元。⑨同时，忽视了不同警务工作岗位的差异。特

殊警种之间根据警种和职务的不同，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有很

大的差异，如刑事警察的工作量比较大，工作更危险，而在

机关工作的人员相对比较轻松，工作环境相对舒适。工作难

度不同，人员素质要求便不同。若只是依职务等级定工资不

仅不公平，且使保障激励的效果弱化，导致离职辞职现象不

断，据统计，仅 2006 年至 2013 年 7 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就

有 17.27 万民警辞职或调离，占总警力的 9.9%。⑩

（四）工资待遇制度差异

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不仅有地区差异，而且生活福利水

e公安部人事训练局 . 健全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研究论文集 [A].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122-125.

f数据来源于笔者 2017 年 2-5 月济宁市中分局实习过程中政工处访谈所得 .

g张翠梅，安翠丽 . 中英警察薪酬保障体系对比研究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06）：111-119.

h2016 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智库项目：关于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建议，《公安部公安发展战略研究所成果专报》2016 年 1 月 20.

i [ 美 ] 理查德，刘洪，韦慧民 . 薪酬管理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3（01）：330-331.

j詹伟 . 警察职业安全与健康 [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113.



2032021 年第 4 卷第 9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平在各部门之间也有不平衡，发放标准不统一。主要体现在仅

仅提供集体生活设施和文化设施，基本上是社会化的普通基础

设施供给，本来可以通过社会服务获得的福利。三是福利补贴

的发放不规范。由于公安民警的补贴制度规定不明确，没有保

障落实相关的统一的医疗保险补休措施，有的文件落实缓慢。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福利补贴规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都各

自创立独有的项目和标准。因此，公安民警医疗福利待遇政策

还需不断完善发展，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相关标准才能明确。

二、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尚未建立工资持续增长机制

在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 1995 年

建立的警衔津贴制度，还是 2015 年警衔津贴制度的改革等，

都没有一个长效的、科学的工资待遇动态增长机制。只是在改

革的时提出相应的数额，这样的做法时效性相对较弱。因此，

尚未建立工资持续增长制度，使得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各项标准

与物价水平、公安民警业务工作量等不能同步增长。

首先，我国公安民警工资待遇构成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定

额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数字并没有变量形式的部分。目前工

资待遇的增长是从一个定额到另一个定额的增长方式，而非出

于一种相对变量的形式，所以也就不具有动态增长性。其次，

在我国公务员序列的工资待遇改革，在将近 30 年间调整了大

概 7 次，而且改革具有不稳定性，缺乏程序和规划性。其中

在 1993-1997 这四年期间基本没有调整，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

（1999、2000 和 2011 年）连续三年进行调整，希望通过连续

加薪的方式来赶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尚难以形成一个工资

增长的制度性规定。最后，我国就公安民警工资待遇，仍然需

要相应的工资增长制度加以保障。

（二）缺乏工资水平评估比较机制

判断我国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的水平如何，必须要有较为具

体、科学和可比性的参照要素。但是，目前我国公安民警工资

待遇执行着公务员序列的基本标准，缺乏与职业性质相近的劳

动者工资待遇水平的比较机制，以至于我国公安民警工资待遇

无法让社会公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首先，与公安民警工资

待遇水平相比较的对象比较模糊，一直以来没有确切的让公安

民警工资待遇和哪一类人员、哪部分层级进行互相比较，也没

有确定让哪一类职务级别的公安民警的工资待遇水平和哪一些

层级的人员工资待遇比较，缺乏一定客观依据和科学的标准。

其次，开展工资待遇水平调查有一定难度，开展调查无外乎是

在我国的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还有企业等进行。由于我国企

业既有国企又有私企，我国公务员序列层级也比较多，事业单

位的工作性质差异大等涉及因素复杂，情况分类繁琐，有些涉

及行业保密状态，所以后续开展调查困难重重。最后，工资待

遇水平比较机制主要是缺乏组织机构保障，想要建立工资待遇

水平的比较机制，必须有一个比较中立的机构对相对同类级别

的行业开展一定的调研、评估和建立方案，我国尚缺乏这样的

组织机构，对于工资待遇水平的各项评估调查等都难以开展。

因此，目前还缺乏一个相对科学的工资待遇比较机制。

（三）对民警职业特性认识不清   

在早期，我国公安民警一般被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最初的公务员工资待遇制度中并没有把警察职业与其他公

务员有所区分。1993 年建立了公务员制度后公安民警就顺理

成章地成为公务员，“我国警察的人事身份是行政编制，属

于公务员序列。”k 同时，我国公安机关的根本宗旨就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公安民警一直以来扮演着“人民公仆”

的角色，承担着《人民警察法》所规定的人民警察的职责和

任务。长期以来，公安民警的招聘也基本属于公务员招录的

一部分，但是在体能、专业技能，以及处理复杂的案件方面

又有较高的、职业化的具体要求。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执法群

体之一，在平时的社会生活中警察需要执勤、备勤，一有危

难，就有警情，就需要警察。公安民警在执法工作中面临积

劳成疾的风险和不可抗力的意外风险。这些是与其他公务员

职业群体完全不同的职业特点，但在公务员工资待遇中并未

体现出警察与其他公务员工作特性的区别，对警察职业特有

的风险给予的保障非常不充分。公安队伍是一支半军事化队

伍，实行警务化管理，服从命令便是警察的使命，民警工作

在专业技能和职业风险方面也完全不同于其他公务员。但在

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理念上并没有把公安民警当成一项特殊

的职业，按照警察职业特有的工资待遇标准，体现其职业的

付出和专业化水平。现实中还是没能脱离公务员的基础标准，

其工资待遇按照公务员工资制度体系执行。这不仅忽视了公

安民警作为普通公民的“经济人”社会角色，同样淹没了公

安民警的专业能力及其对工作的奉献精神。

k刘权 . 激励理论视野下我国西部基层薪酬制度 [J].201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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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路径思考

（一）加强工资待遇制度立法保障

建立专门的保障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法律，并对公安民警工

资待遇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借鉴德国对于公务员工资的先进管

理办法，出台了《公务员薪资法》；我国香港地区关于警察工

资待遇保障的规章制度较为健全，如《警察通例》《警队条例》

《警队 （福利基金）规例》《警察子女教育信托基金条例》《警

察教育及福利信托基金条例》《香港辅助警队条例》等。l 这

些对警察工资福利待遇的保障作了详细、具体、实操性极强的

规定，可谓警察职业保障工作非常具有规划性、科学性和针对

性。

借鉴发达国家和香港地区切实有力的工资福利待遇保障

措施，有效地保护警察的工作战斗力，这对于广大警务人员

始终保持“高度的工作热忱和原动力”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

我国在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

要推进法律的保障，让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的提升、改进有法

可依。在法律的保障下使得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持续、科

学的发展。因此，只有推进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立法保

障，才能有步骤有规律地推动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改革，

使公安民警的职业保障伴随着逐渐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持续得

以改进。同时要促进当前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建设的科学、

合理化。

（二）建立工资待遇动态增长制度

随着年度 GDP 的增长，公安民警工资待遇也应建立相应

动态增长制度。首先在工资待遇的改革建设中，对于工资结

构的各个组成部分，要有一个合理的评估，既保留一定的相对

固定的定额部分，还要改进一部分作为变量增长的形式，使得

工资待遇制度随着一定变量逐步变化增长。借鉴我国台湾省工

资待遇制度成功做法，其工资结构是由本俸、年功俸和加给三

部分构成。因其组成部分项目较少，所以增长变化的灵活性较

大。其中本俸和年功俸具有其俸级额，在《警察人员俸表》中，

不同俸阶警察对应不同的俸级，因而俸额是一定工资固定数乘

以其变量俸点，俸点依据 GDP 的增长率变化也自身变化着。m

其次，我国公安民警的警衔津贴也应当有一个变化增长的机制，

同时要寻找其可以参照的要素，例如在我国公安民警独有的警

衔津贴最好根据公安业务工作量的变化有所变化，渐进的增长，

而不是一次改革或者追加一定数额的津贴。最后，在我国加强

立法，保障公安民警工资待遇的增长制度也必不可少。只有法

律途径才能做到更加长效、规范和更加科学的调整。因此，建

立一种工资待遇的增长制度，需要多层次的跟进与推动，才能

形成一种联动效应互相推进，当下的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建设发

展中，也亟需考虑以法律为保障，以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动态公

安民警工资待遇的动态增长制度。

（三）缩小与其他行业工资待遇的不合理差距

提高警察工资待遇，使警察职业收入在社会日益进步的同

时与社会发展的步调相一致。缩小与军队甚至众多行业的社会

平均工资的差距，体现出警察职业与其他职业的不同，才是对

警察职业高风险高付出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公安机关作为国

家机器，对于警察职业要求更高于普通行业，面临着普通人难

以理解的风险。落实公安民警工资待遇与军人相比收入差距缩

小，但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也正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首先，

要落实公安民警工资待遇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的政策原则，在

军队提升其工资待遇的同时民警工资待遇相应的也要有所上

涨。尽量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所控制，不能越拉越大。其

次，纵观近年来我国统计年鉴中 19 大行业的平均工资的概况，

既要时常评估一些工作性质和强度以及风险性相当的行业，判

断其平均工资是否达到其工作人员的满意和期望值，是否与其

工作性质相匹配，同时也要反馈对比公安民警工资待遇整体水

平，横向和纵向对比近年警察和各个行业之间的平均工资水平，

找到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城市之间的不合理差距，要逐

步调整，让部分省份跟其周边省市的工资最低水平基本持平，

也跟一线城市缩小差距，避免相邻或者相近地区公安民警的工

资收入水平有着较大差距。明确一些不合理差距存在的危害，

做到及时、科学、有效的调整，这样的制度发展才能不断地起

到平衡的作用，逐渐缩小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存在的不合理差距。

（四）建立与民警职业特点匹配的工资待遇标准

借鉴英国，警察具有独立的工资待遇制度，并符合警察工

作特点。我国也应加快建立与公安民警职业特点相对应、职务

序列相配套、相对独立的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来体现民警

职业的特殊性。警察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于普通公务员，公安

l张承先，王军，满俊 . 内地与香港警察福利待遇保障之比较 [J].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0（05）：5-10.

m马顺成，张佳垚 . 海峡两岸警察工资制度比较研究 [J]. 公安教育，2015（1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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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机构庞大，民警人数多，相对应的领导职位数有限，导致

了大部分人晋升难度大。近几年的改革也在朝着拓宽民警晋

升空间方向发展。因此，公安民警工资待遇制度的改革，应

单独做出规定，才能体现权利保障和公平公正。提高警衔补贴、

补充执勤津贴和完善加班补助标准，提高非领导职务的配备

比例，用职级拴心，用待遇留人，增强警察职业荣誉感。因此，

建议探索建立符合警察职业特点和实际需要，且有别于普通

公务员的警察职级与公安民警职务序列，加强工资待遇保障

制度改革。

本文总结了民警所面临的六大类风险类型，这些风险不同

程度上会对民警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很多警种如刑

警、禁毒民警等长期接触社会负面恶劣环境等，也会对其身心

健康产生影响。民警的工作特点造就了其职业的独特性，因而，

建立独立的民警工资待遇制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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