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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突出实战应用能力，加强反恐专业人才培养 
◆苏龙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反恐怖学院） 

 
恐怖活动犯罪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 大安全隐患之一，世

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反恐怖人才培养模式，以期更好地打击防范
恐怖犯罪活动。公安院校作为警务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在培养
反恐怖人才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重任。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安院
校在反恐怖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就必须厘清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的内涵，了解世界各国反恐怖人才培养模式与现状，借鉴相关经
验，勇于实践，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怖人才培养模式。 

实战技能训练主要依据反恐实战需要，加强对反恐技战术的
基础和应用训练，提高规范化，程序性操作能力，应用技术手段，
全面提升反恐指挥人员与其他参战人员的临战指挥和应急处理
能力，反恐技战术基础训练主要包括缉捕技能和追逐技能，反恐
技战术应用训练主要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爆炸物处
置、反恐模拟演练、创伤与急救、反恐预案的制定等实战内容，
在训练时，针对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以真实的工作任务为背
景，设定不同的角色，加强敌我对抗模拟实战演练，注意发挥整
体协同作战的优势，避免技战术训练的套路化，理论化和形式化。
通过战术训练，情报分析，实战演习等训练，培养程序意识，情
报意识，创新侦查思路，提升综合实战能力，满足反恐工作的现
实需要。 

根据反恐专业人才所从事的具体工作领域，可以把反恐专业
人才分为反恐情报、反恐应急防范、反恐侦查、反恐行动技术与
战术、反恐国际合作等类型。虽然都是从事反恐工作，但不同类
型的人才在工作内容、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反恐情报
主要从事反恐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以及对反恐情报的评估和
研判等工作，它的工作目标是预警。根据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的反
恐怖犯罪活动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所培养的反恐专业人才必须
能够胜任基本的反恐工作业务需求，警察院校反恐怖警务人才的
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
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局意识；熟悉我国公安工作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系统掌握反恐怖基本理论知识，
具有扎实的反恐怖行动技能以及良好的身心素质；具有较强的思
维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谈判能力以及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警务汽车特种驾驶和警务技能与
战术、群体事件与突发事件处置等实战执法执勤和处突能力的实
战人才以及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人才。基于“四位一体”的反恐体
制和当前反恐工作的任务和重点，我们着力培养的反恐专门人
才，应具有反恐情报、反恐安全防范、反恐技战术等方面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实战综合能力，是预防、治理和处置恐怖主义的专门
人才。具体来讲，反恐专业人才的实战应用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一、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法律应用能力。掌握恐怖主义基本知

识与理论，包括恐怖主义的起源、历史和现状，恐怖主义的内涵、
外延和特点等，重点是我国反恐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能力培养；
二、反恐情报信息收集、分析和应用能力。知道如何综合运用人
力、技术等各种手段广泛、深入地搜集有关恐怖组织的情报。并
对收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整理，从中梳理出有价值的恐怖犯罪活
动信息进行整理和传递，在各项反恐活动中发挥情报信息的巨大
作用。三、恐怖案件侦查能力，具备涉恐专案侦查的基本意识、
素养和能力，熟悉各类型恐怖案件的特点和侦查的基本程序，能
够运用基本的侦查措施和手段根据各类恐怖案件的情况 

不断完善院校反恐怖作战的学科体系，反恐怖作战是一个随
着反恐怖斗争而出现的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军事学中与作战指
挥学相交叉的一个新学科门类。反恐怖作战的学科体系，是依据
反恐怖作战领域研究对象的特殊所区分的学科，并按其内在联系
而形成的学科体系。加强高素质反恐怖作战军事人才培养，必须
不断完善反恐怖作战学科体系。首先应将反恐怖作战学科体系建
设的研究放在首要和迫切的地位，予以高度重视。其次，军队院
校要通过对发展多学科交叉的反恐怖作战新学科体系建设，深人
开展反恐怖作战前沿学术研究，为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恐怖斗
争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由于反恐怖作战是高技术条件下的特殊作战，体系既复杂又
特殊，既包括传统作战的内容，又有其新的特点，考虑到院校教
育特点，在确立反恐怖作战学科体系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向开展
建设。一是反恐怖作战基础理论主要研究恐怖主义的基本概念、
军队反恐怖作战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原则、反恐怖作战政治工作、
反恐怖作战法律法规、恐怖与反恐怖战例等内容；二是反恐怖作
战应用理论，主要研究反恐怖作战组织指挥、反恐怖作战技能训
练、战术训练和心理训练；三是反恐怖作战保障理论主要研究反
恐怖作战战场保障、反恐怖作战后勤保障、反恐怖作战装备保障
等内容。军队院校要针对这三个方向的建设，制定各专业反恐方
向人才培养方案，细化教学课程内容，编写相关教材，逐步形成
满足高技术反恐怖战争需求的相对合理、优势明显、协调发展的
反恐怖作战学科体系。 

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建设具有高素质的职业化，专业
化反恐公安部队，是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
障，在当前艰巨而复杂的反馈形式下，开展反恐怖专业建设，是
院校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反恐怖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是一个持续
发展的过程，是在不断解决一定时期出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探
索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需要更多的专家和科研人员不断总结和探
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