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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之职业道德建设 

垫江县人民检察院 王震黎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检察机关的最高

组织机构，为了切实履行人民赋予的职责，有效推动检察工作的全面开展，于2003年初制定了《检察官职

业道德规范》，《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的颁布实施，对于检察机关规范和完善检察官职业道德标准，提

高检察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检察官和人民检察院的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检察院的司法

警察，是为人民检察院以检察业务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的一个重要岗位，而司法警察工作的

性质和职责决定了其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

育活动的契机，笔者结合《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和司法警察工作的特点，试就对加强人民检察院

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谈谈初浅的认识。 

    

    

    一、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 

    

    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由于一定的职业要求和职业关系，在长期职业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

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并为业内普遍遵守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在我国，人民检察院的司法

警察是现行人民警察序列中的一个独立警种，是国家司法机关担负特定任务的警察。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

的任务是：通过行使职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检察工作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

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妨碍检察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检察工作的顺利进行。 

    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是司法警察的职业性质和职责任务决定的，属于司法职业道德的范

畴，是职业道德的一种。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是检察机关的形象，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窗口，在社会生活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因素。司法警察职业活动是代表国家进行的，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司法警察应该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提倡者、维护者，是群众的道德榜样。树

立高尚的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并将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标准推广到工作以外的社会公共生活和业余生活

中去，通过司法警察的职业行为和道德情操教育群众、影响群众，可以带动广大群众增强道德意识，促进

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社会风尚的提高。 

    （二）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 

    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属于国家政权机关的职业道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

检察院中的司法警察，是公正廉洁的楷模，是人民群众寻求法律保护和帮助的“保护神”，是主持公道、

惩恶扬善的司法工作者。如果司法警察没有良好、高尚的职业道德，不能秉公执法，甚至执法犯法、贪赃

枉法，就会直接损害法律的尊严，影响党和国家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声音，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国家

安全。 

    （三）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是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需要。 

    培养和树立高尚的司法警察职业道德，能使司法警察牢固树立忠于法律的信念，在司法警察职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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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廉洁奉公，不枉不纵，提高法律在

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尊严，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四）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是保证司法警察健康成长，促进法警事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司法警察的工作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是否有一支高素质的司法警察

队伍，是关系到新世纪检察法警事业能否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司法警察处在协助检察官查办职务犯罪和

诉讼监督的第一线，接触犯罪等社会阴暗面多，受影响和腐蚀的危险性也较大，职业道德失范是一些法警

发生违法违纪的重要原因。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可以指导司法警察在工作岗位上确立崇高的生活目标，选

择正确的职业道德行为，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正确履行法警工作职责。 

    

    

    二、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是一个独立的警钟，又是人民检察院内部的一个部

门；它既要为检察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又要完成自己业务工作和技能训练；既要接触案件当事人和广大

人民群众，又要为检察院内部其他部门的人员服务。因此，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与检察官以及其他检察院

干部的职业道德，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具体内容上区别。根据司法警察职业的自身特点，结合检察官和

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应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忠于职守，服务检察，公正执法。任何职业都有一定的职权范围和职业要求，从事任何职业都

必须忠于职守，这是对职业道德最基本也是首要的要求。司法警察是人民检察院组织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是检察官和其他检察干部所不可替代的，司法警察应当热爱这个职业，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严格职业制度，司法警察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这就要求每个司法警察必须具

备不怕艰险、勇于献身的精神。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职责是为检察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服务检察工作

应作为法警工作的指导思想，体现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司法警察应当具有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司法警察

职业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依法执行各项警务，从事执法活动，公平和正义应当成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一

个基本理念。忠实于宪法和法律，维护司法机关的公正和权威，既是司法警察的职责要求，也是其职业道

德的基本要求。 

    （二）规范操作，保障诉讼，注重效率。司法警察的警务工作，主要是保护现场、执行传唤、参与搜

查、提解、押送、看管、送达法律文书、执行死刑临场监督和其他职责等，这些工作大多是依照有关程序

法的规定，进行规范性的运作。因为，按照“一熟二懂三会”的要求，司法警察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

识，熟悉与警务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按操作程序办事，保持严谨细致，克服粗疏马虎和随意性，并

使之形成一种职业修养和职业习惯。司法警察没有决定权，在履行职务中往往是根据检察官的指令行事，

为保障检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司法警察应充分尊重检察官对案件的决定权，不得随意发表对案件处理的看

法，更不得泄露具体案情。同时应注意在诉讼程序上与检察官协调配合，在完成送达、保护、押解、搜查

等工作时，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注重效率，按照程序法的规定和检察官安排时间、要求，及时、有

效、谨慎的完成有关保障工作。 

    （三）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是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实行单独序

列、编队管理、双重领导，其组织管理和职务行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军事化并且有明显的强制性，而且

还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不稳定的突出情况。所以，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对于司法警察来说尤其重

要，这是司法警察履行特定职责的必然要求。这一基本要求体现在职业道德上，就必须有高度的依法办事

意识和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特别是执行重要警务或者遇到重大情况，必须听

从指挥，不可擅自行事；在处置突出事件中，要注意协调配合，发扬团队精神。 

    （四）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清正廉洁。在人民检察院中，检察官是令人向往的职业，法警工作相对

比较简单辛苦，发展前途也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司法警察必须充分认识本职工作的重要性，热爱自己的

职业和工作岗位，具有敬业精神，在工作中尽心尽责。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对于警察有一种信任感和安全

感，司法警察应当倍加珍惜，时时处处应体现诚实守信精神。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警察应当像检察官

一样清正廉洁，在职务活动中须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在业外活动中也应避免公众对司法警察清正廉洁产

生合理怀疑，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腐蚀，不为金钱、美色、人情、权务所动，做到“一尘不染，

两袖清风”。 

    

    

    三、培养司法警察职业道德修养的方法 

    

    （一）勤于自省，开展自我思想斗争。道德修养对个人来说，实质上是实现道德的自我更新，必须要

在个人头脑中发生新旧道德意识，道德的积极进步因素与消极落后因素的斗争。要经常在头脑中进行自我

反省、自我检查和自我解剖，时时警惕思想中不道德的意识、观念和情感的出现，一旦出现就要用理性的

力量去克服纠正，巩固道德上的防线。 

    （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要形成良好的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只有在日常的工作和

生活中，从细微之处着眼，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每一件



事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潜移默化，成为道德行为习惯，形成良好的道德素质。 

    （三）闻过则喜，勇于接受批评和监督。一个人出现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关键要及时认清，及时纠

正。司法警察在进行道德修养时，必须依靠其他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要有一个虚心诚恳的态

度，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客观冷静地评价自己，及时克服自身的缺点和错误。 

    （四）坚持不懈，努力升华道德境界。司法警察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磨练，才

能逐步形成。道德修养是终身的事，要把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人格作为自己追求的道德理想，以顽强的意

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持之以恒，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地改造自我，超越自我，向崇高的道德

境界努力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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