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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公安技术学科建设路径探索
——以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建设为例

李增，刘晓军，崔璨李增，刘晓军，崔璨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警务装备技术学院，河北廊坊

摘要：在新工科背景下构建新的学科专业，完善公安技术学科专业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创新驱

动发展、科技兴警的重要手段。以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的建设发展为例，在明确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

科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建设的内涵，分析了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发展现

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从完善学科专业体系、聚焦科研方向、课程建设、加强交流合作等方面阐

述了推动公安技术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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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Building new disciplines and majors,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system of public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are important means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driven polic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intelligent police equipment technology disciplin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intelligent police equipment technology disciplin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police equipment technology disciplin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of the devel-

opment of intelligent police equipment technology discipline, and finally elaborates on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curity technology discipline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discipline 

professional system, focusing on scientific research direction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commu-

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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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用装备是公安机关战斗力生成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各级公安机关依法开展警务活动，打击

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物质保障条

件，建立健全完善的警用装备研发、使用、保管体

系非常重要。目前警用装备建设工作中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使用单警装备不熟练、不规范；装备发展

规划科学性不高；部分警用装备采购成本高；无法

形成合成作战等问题，新时代警用装备体系化、规

范化、系统化发展与专业化的人才紧缺的矛盾日益

突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结合工科传统优势，2021
年新增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公安技术二级学科，是全

国35所公安院校唯一一个设有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

科的学校，人才培养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探索以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数据警务为代表的新的学科专

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1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相关概念界定
1.1  基本概念
1.1.1  学科

学科（discipline）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内

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学科”词语

本身的应用范围广，具有多重含义。美国学者伯顿

克拉克提出学科有两种含义：一是基于学科的知识

特征，学科是一门门知识的集合；二是基于学科的

组织特征，学科是围绕知识建立起来的，是由一些

相同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连结起来的专门组织。国

内一些专家也具有相似的看法，认为学科含义有两

层：一是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人类所有的

知识划分为自然、农业科学、医药、工程与技术、

人文与社科五大门类；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

功能单位。学科门类分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

级学科。

1.1.2  交叉学科

从字面来看，相对于传统学科或单一学科而

言，交叉学科即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交叉融合后形

成的一批学科，交叉学科是学科交叉的结果，但学

科交叉并非一定会形成交叉学科，需要两门或两门

以上学科在内在观念建制和外在组织建制上达到一

定标准后，才能形成交叉学科。

1.1.3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

智能，是智慧和能力的总称，警用装备是指警

员所使用的所有物品，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即是将人

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与警用装备结合形

成的适应未来公安业务发展需求的新技术。

1.2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建设
1.2.1  学科建设

学科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组成元素，是高等教

育发展的重要抓手[1]，学科建设贯穿于高等教育中

的各个环节。从字面上来看，学科建设就是对各个

学科进行建设，有专业的人对学科发展进行有规划

有组织的施加影响。从学校内部来讲，从校级负责

人到院领导、学科点负责人主要对学科队伍建设、

学科研究方向、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规划；

从学科建设内容来讲，有学者提出学科建设即是

凝练学科方向，形成优势学科；优化学科结构，

完善学科体系；发展专业人才，提供队伍保障；

建设学科基地，形成条件保障；创新建设机制，

完善制度保障。

1.2.2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建设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建设指的是对智能警

用装备技术学科发展涉及的各方面，包括学科发展

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先进技术研

究、实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进行规划，做好做

强学科，更加高质量的完成公安装财警保工作。

2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建设内涵
2.1  学科建设的长期性和系统性

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学科建设需要

做好长远的发展规划，从学科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把控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学科长期发展规划的

指导下，指定学科的中长期、短期发展规划，并按

照规划严格执行，不断推进学科建设发展。

学科建设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建设工程，包含学

科队伍建设、管理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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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平台建设、课程建设等多方面的建设，在学科

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分层次制定学科

发展规划[2]。

2.2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建设的现实需求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我国经济、社

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将公安技术列为一级学

科；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

录》中将公安技术列入工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

对于公安技术学科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大事件。

公安技术学科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备过硬的

政治素质和良好的警察职业道德，具有健康的体魄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富有创新精神、法制意识和国

际视野，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公安技术学、法学

等学科领域基本理论、技术和方法，具有扎实的

专业知识基础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能够运用先进

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解决各学科方向公安

业务工作的实际问题，胜任各学科方向相关领域的

公安业务实战、技术研究等工作的高层次创新型警

务人才[3]。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作为公安技术一级学科下的

学科方向，着力于培养能够胜任警用装备研究、实

战应用以及装备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智

能警用装备技术方向的学生要求应适应公安工作职

业化、实战化要求，掌握智能警用装备相关基础理

论、技术原理、标准规范等专业知识，具有扎实的

公安业务能力和一定的研究创新能力，能够应用先

进的装备技术和战术方法解决公安实战问题。

2.3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建设重要意义

从国家层面来看，在“双一流”战略的驱动

下，各省域教育主管部门陆续出台区域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实施方案。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警察大

学锚定建设世界一流警察大学的目标，大力开展优

势学科建设，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争创一流公

安院校的良好氛围，促进全国公安院校的发展。

从社会层面来看，学科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需要，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提供的经济

基础，反过来学科发展也给社会进步提供者人才和

科技支撑。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专家马丁·特罗教授

曾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系统作出分析，他认

为高校要提高声誉，必须吸引优秀的师资力量和生

源，同时扩大科研经费来源，而吸引优秀的师资力

量和扩大科研经费离不开学科建设[4]。
从学校层面来看，学科建设有利于引进高层次

人才，提升队伍质量，为学科的长远发展提供优质

的人才资源。“科技兴警”不单是给执法民警配发

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应是公安科研机构围绕国家

战略和公安实战需求加大科研投入，为警务工作效

率提升和公安工作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公

安院校作为高等院校的一部分，也是公安系统的组

成部分[5]，大力建设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有利

于建设更高层次的教师团队，培养更多的公安科技

工作者，为公安科研工作添砖加瓦。

3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发展现状
3.1  学科发展现状

我国高等教育从建国发展至今，经过不断的调

整规划，形成了以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其中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层

次、创新型符合人才的主要方式，为国家的科技文

化创新提供源动力。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作为硕

士学位授权点，为公安装财警保工作培养研究生，

是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6]。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于2020年在公安技术一级学

科下增设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方向，依托警务装

备技术学院、现代警务技术与装备研究中心和警用

无人机技战术研究中心，主要开展警用智能无人装

备技术、特种警用装备技术和警用装备信息化等方

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促进警用装备智能化、网

络化、信息化发展，构建警用装备系列化、标准化

科学体系，完善警用装备技术管理保障体制机制，

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3.2  学科存在的不足
3.2.1  学科专业体系不完善

目前，公安院校开设的具有“工科”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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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有安全防范工程、网络安全与执法、公安

视听技术等，这些专业开设有信息处理、人工智能

等相关领域的课程，能够对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

起到一定程度的支撑作用，但是支撑度还不高、该

学科要求学生所具备的专业素质还不能得以充分培

养，目前在校学生的学缘结构多为普通高校电子、

通信、自动化类相关专业，公安院校暂无开设装

备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先例，学科专业体系不

完善。

3.2.2  研究基础薄弱，成果转化不足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在公安技术领域属于开

创性的新学科。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所研究的理

论都是具有前沿性的、科学性的，但是在学科发展

过程中，缺乏了理论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例如无人

机方向的学生真正执飞无人机的次数不是很多，对

具体的应用场景和业务不熟悉，研究的无人机技战

法无法投入使用，对公安装备接触比较少，研究成

果与实际的装备和具体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

3.2.3  学生实践环节较为薄弱

公安院校作为公安教育教学和公安人才培养的

重要场所，培养的学生应具备敏锐的政治辨别力、

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和能解决公安实际问题的能

力。多篇文献中提到由于公安机关执法的严肃性和

大型设备管理的要求，公安技术的学生大部分实习

也是在一线执勤岗位进行，导致公安技术学科的学

生实习效果差。目前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的建设

中也同样存在这种问题，缺乏公安实战内容，学生

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深入到公安机关，在

实战中发现问题，对警用装备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

只能依靠老师调研或研读文献得来。

3.2.4  对外交流合作不足

由于学科成立时间较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

模效应，学科点与地方高校、公安院校的交流与合

作有待提高，从合作形式来看，智能警用装备技术

学科主要以邀请校外专家讲座为主，缺乏交叉学科

学生之间的项目合作，不利于提高学生科研水平和

优势学科建设。

4  学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探析
4.1  筑牢专业基础，促进学科融合

由于公安装备专业化、体系化、标准化发展

所需的专业人才匮乏，在借鉴军事院校开设装备经

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无人装备工程、武器系

统与工程、装备保障工程等相关专业丰富经验的基

础上，论证建设装备类相关警务类本科专业，丰富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一个学科的建设发展不

是孤立的，要促进学科融合，从交叉学科中汲取营

养，拓宽研究思路，在新工科背景下，“中国制造

2025”的发展战略之下，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首

先要注重与工学门类下其它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

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政治素养[7]。这样既能筑牢学生

的专业基础，又有利于拓宽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

的研究格局和视野。

最后，作为公安技术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其

他传统二级学科如刑事科学技术、安全防范工程、

网络安全执法等相比，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起步

较晚，而其他的二级学科已经发展较为成熟，有丰

富的理论和技术创新成果，因此在智能警用装备技

术学科建设中可以借鉴这些学科的建设视角，研究

方向和研究内容上可以与这些学科充分交流，在专

业化的装备类专业建设的基础上，丰富学科人才培

养体系，相互借鉴，激发学术灵感，实现理论创

新，推动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的发展[8]。

4.2  坚持思政教育，打造学科金课

公安院校培养的是公安事业的预备力量，智能

警用装备技术学科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研究生

教育教学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发挥“三全育人”的优势与合力，以“思政

课程、课程思政、导学思政”统领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根据每门课程特点，将案例教学与科研实践教

学相结合，积极开展思政课程教学[5]，充分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用潜移默化的形式加强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

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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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不断完善课程淘汰机制。在课程设计中突出

知识应用，以警用装备研发为主线，设计与国家

安全、公安工作或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课程内

容。从现代公安技术对违法案件破获与支撑、智慧

新警务模式、国家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

警用无人装备智能化和功能化等方面构建教学内容

体系，融合新工科建设的成果，打造出具有特色的

学科专业金课。

4.3  聚焦科研方向

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研究方向应突出警用装

备智能化基本特征，融合信息化发展趋势，面向公

安实战需求开展以下三个方向的研究：

4.3.1  警用智能无人装备技术

以警用无人装备智能化和功能化开发为主要研

究方向，重点开展警用无人机、机器人、无人船等

智能无人装备技术及应用、作战标准化流程、反制

与管控技术、集群指挥调度技术、模拟训练技术等

内容的研究。

4.3.2  特种警用装备技术

以特种警用装备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为主要研

究方向，重点开展非致命性武器、智慧安检、反恐

装备、智慧训练装备、警用装备材料技术与应用等

内容以及前沿警用智能装备技术的研究。

4.3.3  警用装备信息化

以警用装备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为主要研究方

向，重点开展装备信息化建设、装备智慧化管理及

保障技术、装备的效能评估、警务通信保障技术等

内容的研究。

4.4  充分利用实验平台，促进成果转化

紧紧围绕夯实学生智能警用装备专业的理论、

方法和技能基础，建立警务应用专业大背景，培养

警用装备学生在新工科背景下的装备智能化思维和

实战意识，离不开一个集教学、科研、作战指挥和

调度三位一体的一体化平台[9]。

科研水平的提高也是学科建设的体现，充分利

用实验平台，攻关科研项目，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

科研项目中提升学术水平，还能获得学科发展必需

的经费支持以及社会声誉，吸引更好的师资力量和

优质生源。针对目前学科建设中理论研究多，成果

转化较少的问题，学生应主动参与科研项目，将理

论应用于实践，提高自身对科学探索能力，增加成

果转化效率。

4.5  促进校企、校际、校局合作

校企、校际、校局三个层面的合作机制能够有

效地促进教、学、练、战的多元融合，构建起公安

工作和先进技术交流的桥梁。在智能警用装备技术

学科建设过程中，应深入了解现实需求，注重先进

技术和公安实际需求相结合，学生可以通过到公安

机关或是研究生工作站实习，将实际公安工作中的

需求反馈到教师教学中。

推进校局合作，能够实现资源共享，推进成

果转化，培养出既懂先进技术又了解公安实战业务

的复合型人才。促进校际合作，有利于整合资源，

突出特色，根据自身优势，大力发展优势学科的同

时，还应该不断学习兄弟院校的优势学科以谋求整

体实力的协调发展。

在一些技术方面，有关企业走在时代前沿，

因此可以通过促进校企合作，协同构建人才培养中

心，提升智能警用装备技术学科的学生科研能力，

在校企的共同合作下，引导学生更好地把握理论与

实践[10]。

5  总结

公安装财警保是公安工作的物质基础，是公

安机关依法履职的基本条件，也是公安能力建设的

重要载体，做好装财警保工作事关公安事业长远发

展，事关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随着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

让警用装备更加智能化，如何把新装备研究和警务

工作相结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新工科

背景下逐步建设起具有专业特色的公安技术学科

体系，增设智能警用装备二级学科，充分利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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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平台，培养学生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同时促

进校企、校际、校局合作，让学生贴近公安实战，

为“科技兴警”、建设现代职业化警务力量提供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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