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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考 须 知 

 

一、培养目标 

符合“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公安高层

次专门人才，在本门学科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

公安实践工作的能力。 

二、报考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的社会各界考生，均可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 

（一）政治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与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2、品德优良，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未受党纪、政纪处分。 

3、无不宜做公安民警的其它原因。 

（二）年龄条件 

报考国家计划内非定向或计划外自筹经费的年龄不超过 27周岁，即 1985年 7月 1日以

后出生；报考计划内定向或计划外委托培养的年龄不超过 45周岁，即 1967年 7月 1日后出

生。 

（三）学历条件 

1、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 

2、符合报考条件的同等学力人员。 

3、报名参加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的人员，在高校学习的专业应为非法学专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不得报考）。报

名参加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的人员，在高校学习的专业应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方可报考）。 

4、报考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的人员，须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并取得学士学位，且毕业满 2

年。 

5.报考公共管理硕士的人员，另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有 5年或 5年以上工作经验；或已

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或 2年以上工作经验。 

（四）身体条件 

考生既须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细则的要求，还应达到以下标准： 

1、男生身高应不低于 1.70 米，体重不轻于 50 公斤、不超过标准体重 25%；女生身高

不低于 1.60米，体重不轻于 45公斤、不超过标准体重 25%。左右眼裸视力，理科类专业考

生不低于 4.8(0.6)，文科类专业考生不低于 4.6（0.4）。无色盲、色弱。 

2、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等），嗅

觉不迟钝，无鸡胸、驼背、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重度平跖足

（平脚板），无纹身、少白头，无各种残疾，两耳无重听，无口吃，本人和直系亲属无精神

病史。 

3、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慢性肾炎，无高血压。 

在复试时我校将按以上要求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录取。 

三、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 

2011年 10月（具体时间见教育部公告）。 

（二）报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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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所在地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 

（三）报名方式 

2012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实行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报名步骤： 

1、网上如实填写报名信息并交纳报名费。 

2、到报考点确认、照相并补交报名费。 

有关网上报名具体事宜请及时关注教育部网站及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港。 

四、同等学力人员报考注意事项 

（一）报考条件 

1、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大专学历满两年（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 9月 1日）。 

2、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复试时审验四级证书或成绩单）。 

3、近 5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3篇以上相关专业学术论文，含一篇 5000字以上的专业学

术论文。 

4、提交补修所报考专业本科课程证明材料（由补修学校教务处盖章）。 

（二）同等学力考生限报委培或自筹。 

（三）同等学力考生在取得复试资格后，需加试两门大学本科专业必修主干课程，加试

科目及参考书目附后。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公共管理硕士的同等学力考生不加试。 

（四）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只能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按（二）、

（三）要求执行，但无须符合（一）的报考条件。报名时已取得毕业证书的成人高校本科毕

业生、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可以本科资格报考。 

五、考试 

（一）初试 

考生参加 2012 年 1 月份（具体时间见教育部公告）举行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

试（初试），初试专业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附后。初试合格按所在研究方向总分排名进入复

试。 

（二）资格审查 

进入复试阶段的考生，须进行资格审查。审查时须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1、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同等学力人员还需提供“同等学力人员报考注意事项”中规定的证明材料。 

报名时提供虚假信息及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律取消其复试、录取资格。 

（三）复试 

复试包括专业笔试、专业面试、英语测试（含笔试、听力、口试）和体检。复试专业笔

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附后。 

六、警务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特别说明 

警务硕士专业学位专门针对在职人民警察招生，所在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同意报考，报考

类别一律为“计划外委托培养”。学习形式为连续学习 2 个学期，集中实习 1个学期，学习

年限为 2-4年。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由我校颁发国家承认的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书和警务硕士专业学位证书。有关收费等具体内容参见《警务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 

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财政部 人事部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的意见》（教民[2004]5 号）文件精神要求，按照“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

业”的原则，采取“自愿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单独统一划线”等特殊措施，2012

年我校继续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 

八、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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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校 2011 年招生规模为 423 人（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40 人）。2012

年招生规模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为准，学术型招生计划数将在 2011 年规模上作适当调减，

增至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 

（二）我校 2011年招收推免生 33人，2012年我校将继续招收一定名额的推免生，欢迎

各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 

（三）录取方式为计划内非定向或计划外自筹的女生人数不超过招生总数的 30%。 

（四）学校实行警务化管理，学生入学后统一着人民警察制式服装；毕业后面向公安政

法机关、事业单位就业，双向选择，择优录用。 

（五）2012年我校所有专业方向实行导师挂牌招生，有关考生在网上报名结束后须登录

我校招生信息港选报导师。 

（六）招收委培生说明 

委培生须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按统一标准录取，并须与招生单位签订委培协

议；入学后与计划内生源按同等标准培养，毕业后颁发相同的学位及学历证书；委培单位负

责为委培生提供培养经费，委培生在读期间的档案、公费医疗和户口由委培单位负责管理；

委培生毕业后不重新择业，遵照委培协议回委培单位工作。 

（七）有关费用  

1、警务硕士以及录取类别为计划外委托培养、计划外自筹经费的公共管理硕士、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考生须交纳学费 30000 元/2 学年，其余专业录取类别为计划外委托培养、计

划外自筹经费的考生须交纳学费 10000元/学年。  

2、住宿费、生活用品费、警服置装费等按学校规定收取。 

 以上事项如有变化，依据新规定执行。 

（八）我校不提供往年考题，不举办考研辅导班。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可在我校研究生

招生信息港查阅。欲购买参考书的考生请与有关出版社联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联系

电话是（010）83903257。招生目录中的参考书如购买不到，可参阅最新版本的参考书。 

我校另招收在职人员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需查询相关招生简章及其它最新考研信息

的考生，请访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港。 

***************************************************************************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100038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1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研究生招生办：83903086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66269550 

人文社科教研部：83903329       警体战训教研部：83906290        

法律系：83903392               治安系：83903412                

侦查系：83903360               公安情报学系：83903431          

犯罪学系：83903315             公安管理系：83903337            

涉外警务系：83903305           刑事科学技术系：83903380        

安全防范系：83906321           交通管理工程系：83906338        

信息安全工程系：83906330 

电子信箱：gdyz@cppsu.edu.cn 

网    址：http://www.gdyzb.com 或 http://www.cppsu.edu.cn 

*************************************************************************** 

mailto:gdyz@cppsu.edu.c
http://gd100038.top263.net/
http://gd100038.top263.net/
http://www.cpp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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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方向 考试科目 备注 

030101法学理论   

  01法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0法理

学、宪法学④820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由法律系培养 

02警察法学理论 

0301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1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0法理

学、宪法学④820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由法律系培养 

030104刑法学   

  01中国刑法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0法理

学、宪法学④820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由法律系培养 

  02经济刑法学 

  03犯罪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0法理

学、宪法学④820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由犯罪学系培养 

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0法理

学、宪法学④820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由法律系培养 

030106诉讼法学   

  01刑事诉讼法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0法理

学、宪法学④820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由法律系培养 

  02行政诉讼法学 

  03侦查学 

由侦查系培养   04侦查学（讯问学） 

  05 侦查学（国内安全保

卫学） 

  06 刑事科学技术（法化

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1化学

或 622物理④821刑事科学技术 

由刑事科学技术系和公安

部物证鉴定中心培养 

  07 刑事科学技术（文件

检验技术） 

  08 刑事科学技术（痕迹

检验技术） 

  09 刑事科学技术（刑事

图像技术） 

030109国际法学   

  01国际公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0法理

学、宪法学④820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由法律系培养 

030301社会学   

  01犯罪社会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3社会

学④822社会研究方法 
由犯罪学系培养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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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01公安政策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4马克

思主义原理④8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概论 

由人文社会科学教研部培

养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01 公安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4马克

思主义原理④8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概论 

由人文社会科学教研部培

养 
  02公安文化 

035101法律（非法学）  专业学位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98法硕

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④498 法硕联考综

合（非法学） 

由法律系培养 

035102法律（法学）  专业学位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97法硕

联考专业基础（法学）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

（法学） 

由法律系培养 

035300警务  专业学位 

  01刑事侦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2 警

务硕士专业基础 ④438 警务硕士专业综合 

由侦查系培养 

02治安管理 由治安系培养 

03网络保卫执法技术 由信息安全工程系培养 

040203应用心理学   

  01警察心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12心理

学专业基础综合 
由犯罪学系培养 

  02犯罪心理及测试研究 

081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01 信息安全及计算机犯

罪侦查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1数学

一④408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 
由信息安全工程系培养 

  02 公安信息系统与指挥

决策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

制 
  

  01智能交通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1数学

一④824交通工程 
由交通管理工程系培养 

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

理 
  

  01交通管理与控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1数学

一④824交通工程 
由交通管理工程系培养 

  02道路交通安全 

083700安全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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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安全防范工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

二④825 信号与线性系统、自动控制原理或

826微机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由安全防范系和公安部第

一研究所培养   02 安全防范工程（安全

检测及管理工程） 

  03安全风险评估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

二④827安全管理学  

由安全防范系和公安管理

系培养 

085224安全工程  专业学位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

二④ 408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 
由安全防范系培养 

100105法医学   

  01法医病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6西医

综合 

由刑事科学技术系和公安

部物证鉴定中心培养   02法医遗传学 

110506军事教育训练学   

  01 警察体能与警务实战

技能训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5运动

生理学、运动心理学④828运动训练学 

由警体战训教研部培养 

（限招男生） 
  02警务战术训练 

120401行政管理   

  01公安管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26管理

学④829政治学 

由公安管理系培养 
  02 公安管理学（公安人

力资源管理） 

  03 公安管理学（比较警

察研究） 
由犯罪学系培养 

  04治安学（治安管理） 
由治安系培养 

  05治安学（安全管理） 

  06治安学（涉外警务） 由涉外警务系培养 

  07 公安情报学（情报分

析） 
由公安情报学系培养 

125200公共管理  专业学位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由公安管理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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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参考书目 

考试

代码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全国统考科目 

201 英语一 △全国统考科目 

204 英语二 △全国统考科目 

301 数学一 △全国统考科目 

302 数学二 △全国统考科目 

306 西医综合 △全国统考科目 

312 
心理学专业基

础综合 
△全国统考科目 

332 
警务硕士专业

基础 
参考《警务硕士联考专业基础考试大纲》 

397 
法硕联考专业

基础（法学） 
△全国联考科目 

398 
法硕联考专业

基础（非法学） 
△全国联考科目 

3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全国联考科目 

408 
计算机专业基

础综合 
△全国统考科目 

438 
警务硕士专业

综合 
参考《警务硕士联考专业综合考试大纲》 

497 
法硕联考综合

（法学） 
△全国联考科目 

498 
法硕联考综合

（非法学） 
  △全国联考科目 

620 法理学、宪法学 
《法理学》，周农、张彩凤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 

《宪法学导论》，齐小力主编，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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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化学 

《有机化学》，汪小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四版； 

《无机及分析化学》，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版 

622 物理 
《物理学》，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主编，马文蔚改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四版 

623 社会学 《社会学概论新编》，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624 
马克思主义原

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 

625 
运动生理学、运

动心理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版； 

《运动心理学》，张力为、毛志雄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1月 1日出版 

626 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等 3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五版 

820 
刑法学、刑事诉

讼法学 

《刑法学》，李文燕、杨忠民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刑事诉讼法学》，刘万奇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 

821 刑事科学技术 《刑事科学技术》，罗亚平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 

822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方法》，风笑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823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修订版 

824 交通工程 
《交通工程学》，韩凤春、刘东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交通工程学》，任福田、刘小明、荣健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4年版 

825 

信号与线性系

统、自动控制原

理 

《信号与线性系统》，管致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 

《自动控制原理》，刘舒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826 

微机原理与汇

编语言程序设

计 

《微型计算机系统原理及应用》，周明德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IBM-PC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沈美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827 安全管理学 《安全管理学》，田水承、景国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版 

828 运动训练学 《运动训练学》，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版 

829 政治学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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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专业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专业 研究方向 复试科目 参考书目 

030101 

法学理论 

01法理学 
901 

西方法律思想

史 

《法理学》，周农、张彩凤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

社，2011年第一版 

02警察法学理论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01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902 

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年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孟昭阳、张建良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030104 

刑法学 

01中国刑法学 
903 

刑法学 

《刑法学》，李文燕、杨忠民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

版社，2011年第三版； 

《新编中国刑法学》，高铭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最新版 

02经济刑法学 
904 

经济刑法学 

《经济刑法研究》，孙国祥、魏昌东主编，法律出版

社，2005年 9月版； 

《经济刑法学》，赵长青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

版 

03犯罪学 
905 

犯罪学 

《犯罪学新编》（修订本），宋浩波主编，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月版 

030105 

民商法学 
01民法学 

906 

民法学 

《民法学》，徐武生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1

年第一版； 

《民法》，王利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030106 

诉讼法学 

01刑事诉讼法学 
907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刘万奇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

社，2011年第一版 

《刑事证据学》，崔敏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2005年第二版 

02行政诉讼法学 
908 

行政诉讼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年版 

03侦查学 
909 

刑事侦查学 

《刑事侦查学》（修订本），孟宪文主编，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04 侦查学（讯问

学） 

910 

侦查讯问学 

《侦查讯问学》，王怀旭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2004年版 

05 侦查学(国内安

全保卫学) 

911 

国家安全学 

《国家安全学》，刘跃进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非传统安全论》，陆忠伟主编，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年版 

06 刑事科学技术

（法化学） 

912 

毒 物 毒 品 检

验、微量物证

检验 

《刑事毒物毒品及其检验》，徐婉主编，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微量物证分析学》，杨瑞琴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07 刑事科学技术 913 《文件检验学》，黄建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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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检验技术） 文件检验 版社，2003年第一版 

08 刑事科学技术

（痕迹检验技术） 

914 

痕迹检验 

《痕迹检验教程》，罗亚平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09 刑事科学技术

（刑事图像技术） 

915 

刑事图像技术 

《刑事图像技术教程》，杨玉柱主编，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030109 

国际法学 
01国际公法 

916 

国际公法 

《国际法学》，高智华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

2011年第一版 

030301 

社会学 
01犯罪社会学 

917 

犯罪社会学 

《犯罪社会学》，吴鹏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01公安政策研究 
918 

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李侃主编，中华书局，第四版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公安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 

919 

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万柏、张耀灿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 

02公安文化 

920 

文化学与公安

学基础理论 

《文化学教程》，陈建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2月第一版； 

《公安学基础理论教程》，本书编写组，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 9月第一版 

035101 

法律（非法学） 
----- 

921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刘万奇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

社，2011年第一版 035102 

法律（法学） 
----- 

035300 

警务 

01刑事侦查 
909 

刑事侦查学 

《刑事侦查学》（修订本），孟宪文主编，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02治安管理 
922 

治安管理学 

《治安管理学概论》（修订本），熊一新、李健和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 

03 网络保卫执法

技术 

923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概论（第二版）》，牛少彰、崔宝江、李剑

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040203 

应用心理学 

01警察心理学 
924 

心理统计学 

《教育与心理统计学》，张敏强主编，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2年第二版 

02 犯罪心理及测

试研究 

925 

犯罪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李玫瑾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9年版； 

《犯罪心理学》，罗大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

术 

01 信息安全及计

算机犯罪侦查 

923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概论（第二版）》，牛少彰、崔宝江、李

剑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02 公安信息系统

与指挥决策 

926 

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萨师煊、王珊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 

01智能交通管理 

927 

交通管理与控

制 

《交通管理与控制》，吴兵等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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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

与管理 

01 交通管理与控

制 928 

道路交通管理

学 

《新编道路交通管理学》，路峰主编，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02道路交通安全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

程 

01安全防范工程 

929 

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02 安全防范工程

（安全检测及管

理工程） 

03安全风险评估 
930 

安全评测理论 

《安全评价》，刘双跃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10

年版 

085224 

安全工程 
----- 

929 

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100105 

法医学 

01法医病理学 
931 

法医学 

《法医学》，王保捷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

第三版 

02法医遗传学 

932 

生物化学、医

学遗传学 

《生物化学》，周爱儒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六

版； 

《医学遗传学教程》，赵刚、彭惠民主编，科学出版

社，第一版 

110506 

军事教育训练

学 

01 警察体能与警

务实战技能训练 

933 

警察体育 

《警察体育》，宋万年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 

02警务战术训练 
934 

警务战术训练 

《查缉技能与战术训练教程》，谢林主编，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0401 

行政管理 

01公安管理学 
935 

公安管理学 

《公安管理学》，杨建和、张光主编，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02公安管理学（公

安人力资源管理） 

936 

公安人力资源

管理 

《警察人力资源管理教程》（修订版），张惠文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03公安管理学（比

较警察研究） 

937 

公安学基础理

论 

《公安学基础理论教程》，本书编写组，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 9月第一版 

04治安学（治安管

理） 

922 

治安管理学 

《治安管理学概论》（修订本），熊一新、李健和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 

05治安学（安全管

理） 

938 

公共安全危机

管理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郭太生主编，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2009年 4月第一版 

06治安学（涉外警

务） 

939 

涉外警务 

《涉外警务》，向党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 

07公安情报学（情

报分析） 

940 

情报分析 

《情报主导警务》，（英）杰瑞•莱特克里菲 著，崔嵩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年 03 月；《政

务信息资源管理与政府决策》苏新宁 等著，科学出

版社，2008年 7月 

125200 

公共管理 
 

941 管理理论

综合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等 3 人主编，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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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学力人员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专业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法学理论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国际法学 

法律（法学）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21 世纪系列教材，曾宪义主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第二版 

民法学 
《民法学》，徐武生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1 年第一

版 

社会学 

社会工作概论 
《社会工作概论》，李迎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时蓉华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思想政治教育 

世界经济与政治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吕有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毛泽东思想概论 
《毛泽东思想概论》，王顺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版 

应用心理学 
西方心理学史 《西方心理学史》，车文博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生理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李新旺编著，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微机原理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其应用》，周明德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 

C语言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道路交通控制 
《道路交通控制原理与应用》，翟润平、周彤梅主编，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交通事故处理 
《交通事故处理教程》，马社强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 

安全科学与工程 

安全工程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工程教程》，黄叔武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

三版 

通信原理 
《通信原理简明教程》，南利平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最新

版 

法医学 
生理学 《生理学》，姚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年第六版 

病理学 《病理学》，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第六版 

军事教育训练学 

体育统计 
《体育统计》，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

版 

运动生物力学 
《运动生物力学》，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年版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概论 
《行政管理学概论》，张国庆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孟昭阳、张建良主编，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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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专业方向与公安专业的对应关系 

序 
公安专业 

名称 
对应专业、研究方向 

1 犯罪学 

030104 刑法学 犯罪学 

030101 社会学 犯罪社会学 

040203 应用心理学 犯罪心理及测试研究 

2 侦查学 
030106 诉讼法学 

侦查学 

侦查学（讯问学） 

侦查学（国内安全保卫学）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信息安全与计算机犯罪侦查 

3 
刑事科学技

术 

030106 诉讼法学 

刑事科学技术（法化学） 

刑事科学技术（文件检验技术） 

刑事科学技术（痕迹检验技术） 

刑事科学技术（刑事图像技术） 

100105 法医学 
法医病理学 

法医遗传学 

4 
交通管理工

程 

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交通管理与控制 

道路交通安全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 智能交通管理 

5 
安全科学与

工程 
----- 

安全防范工程 

安全防范工程（安全检测及管理工程） 

安全风险评估 

6 公安管理学 

120401 行政管理 

公安管理学 

公安管理学（公安人力资源管理） 

公安管理学（比较警察研究）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公安政策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公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公安文化 

040203 应用心理学 警察心理学 

7 治安学 120401 行政管理 

治安学（治安管理） 

治安学（安全管理） 

治安学（涉外警务） 

8 公安情报学 
120401 行政管理 公安情报学（情报分析）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公安信息系统与指挥决策 

9 
警务指挥与

战术 
110506 军事教育训练学 

01 警察体能与警务实战技能训练 

02 警务战术训练 

注：法学有关专业方向未与公安专业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