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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考公安院校成为一股社会潮流，但是鲜有研究关注我国高中毕业生为何选择公安院校。通过对某公安

院校726名在校学生进行调研，发现当前公安院校学生的入警动机可以归纳为理想正义、福利待遇、权

力地位和亲友影响。其中，理想正义是最重要的入警动机，福利待遇次之，而权力地位和亲友影响的动

机影响较小。性别、非独生子女、父亲是警察和高考成绩对不同维度的入警动机产生了显著性影响。研

究结果有助于招生方案和培养计划的制定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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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rolling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has become a social trend, yet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why 
high school graduates in China choose these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surveyed 726 students at a pro-
vincial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identified four main motivations for joining 
the police force: idealism and justice, welfare and benefits, power and status, and social capital. 
Among these, idealism and justice emerg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motivation, followed by welfare 
and benefits, while power and status and social capital had relatively minor influences. Gender, being 
a non-only child, having a father who is a police officer,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Gaokao) 
score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se motivations. Th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evel-
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cruitment plans and training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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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公安院校成为高中毕业生的热门选择，引发了广泛的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面对当前“入

警热”，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困难导致的保守主义取向，即为了稳定的编制和

较好的薪资待遇选择警察工作[1]。然而，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来充分支持这一论断。在当前深化警察系

统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入警动机对于优化警察招募和培训策略至关重要，它能够为制定更为精准

有效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方案提供科学依据。2018 年，我国司法部和其他五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公安院校

毕业生成为公安队伍补充警力的主要渠道，从制度上确定了大部分的新警来自公安学校毕业生。深入分

析公安院校学生的入校动机，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警察的入警动机。因此，本研究将以公安院校新

生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警察的入警动机。 

2. 关于入警动机的研究文献回顾 

由于入警动机影响警察的离职率、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预期[2]-[4]，国外警界和学术界已经对入警

动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些研究关注哪些原因会驱使个体选择警察职业。早期研究发现警察的入警

动机大致可以分为薪水稳定、帮助他人和权利地位[5]。后期研究验证了这项研究结果，但是对入警动机

做了进一步细化，主要包括稳定的薪水和工作前景，工作性质和职能，权力和声望，来自重要他人(如父

母)的影响，以及无意中进入这份工作[6]。有学者根据不同入警动机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排序，发现经济稳

定性和工作保障是警察入警动机研究中普遍提及的最重要因素，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工作保障和福利是

主要的入警动机[7]。但是对美国女性警员和少数族裔警员的研究发现，实现童年梦想和帮助他人是最常

被提及的入警动机，这说明警察工作的内在特性，如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实施正义、工作的兴奋性和

冒险性，对某些个体具有吸引力[8]。总体来看，近期研究发现警察入警动机中排名最前的是经济回报和

理想正义[9] [10]；而更早期的警察更看重警察工作有权威性、自由裁量权和权力[5]。另外，研究还关注

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的入警动机，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及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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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11] [12]。第三类研究关注入警动机如何影响个体职业表现。比如一个警察的入警动机未能得到满足，

那么他更可能对警察工作产生不满，也更有可能离职[13] [14]。 
相对而言，关于我国警察入警动机的研究还很少。以“入警动机”“入警原因”“警察招录”“报考

目的”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仅检索到张勇在分析影响公安院校大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因素时，

纳入了报考目的[15]。由于该文侧重于研究职业认同感的研究，对入警动机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海外学者

中仅有 Wu et al. [6]和 Shen [16]关注过中国警察入警动机，但前一项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当前社会情况有了

较大的不同，而后者仅关注我国女警察的入警动机。 

3. 数据、变量和方法 

3.1. 数据和样本来源 

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17]，本研究编制了自编量表用于测量公安院校学生的入警动机。通过线上形式，

向江苏某省属公安本科学校学生发放问卷，共有 742 人填写了问卷。为进一步提高问卷回收的质量，我

们排除了答题时间少于 60 秒的问卷。共删除无效问卷 16 份，最终回收问卷 726 份。 

3.2. 变量 

3.2.1. 入警动机 
我们通过 13 个调查题目对公安院校学生入学动机施测，这些调查题目的回答选项包括非常不同意

(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和非常同意(5)。 

3.2.2. 个人信息 
具体包括性别、高考成绩和家庭情况。性别转换为虚拟变量(男 = 1，女 = 0)。本研究将高考成绩转

换为虚拟变量，高考成绩在班级内排前 20 名 1 的记为高考成绩较好，其余记为高考成绩一般。家庭情况

的各项也都转换为虚拟变量，包括家庭所在地(城市 = 1，农村 = 0)、有兄弟姐妹(有 = 1，无 = 0)，父亲

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学历 = 1，其他 = 0)、母亲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学历 = 1，其他 = 0)、父亲是警察

(是 = 1，否 = 0)、母亲是警察(是 = 1，否 = 0)和家庭经济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由受访者自我评估家庭经

济状况，选项包括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很好，其中较好和很好记为 1，一般、较差或很差的记为 0。 

3.3. 研究方法 

3.3.1. 样本描述性分析 
由表 1 可见，样本中男生占比 85.7%，女生占比 14.3%。高考成绩较好，也就是在班级排名前二十的

学生占比 54.7%；高考成绩一般，也就是在班级排名前二十一及以后的学生占比 45.3%。此外，样本中家

庭所在地为城市的学生占比 80.2%，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比 19.8%。有 40.9%的学生有兄弟姐妹，而 59.1%
的学生没有。在父母教育程度方面，父亲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 43.8%，母亲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占比 37.5%。值得注意的是，有 6.7%的学生父亲为警察，而母亲为警察的学生占 1.5%。最后，从受访者

自我报告的家庭经济状况来看，25.2%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较好，74.8%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一般。 

3.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使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Varimax Rotation Method)进行因子分析，以考察十三个入警动机的分组情

况，从而找出公安院校学生入警动机的维度。经检验，KMO 值为 0.751，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对应 p 值为

0.000，表明该组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特征根分大于 1 的成分共有四个，根据题项内容分别命名为理

想正义、福利待遇、权力地位和亲友影响。 

 

 

1该校每个班级的人数大约在五十人，前二十名大约是班级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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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者个人信息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 (样本数) 

性别 
男(=1) 85.7% (622) 

女(=0) 14.3% (104) 

高考成绩 
较好(=1) 54.7% (397) 

一般(=0) 45.3% (329) 

家庭所在地 
城市(=1) 80.2% (582) 

农村(=0) 19.8% (144) 

有兄弟姐妹 
有(=1) 40.9% (297) 

无(=0) 59.1% (429) 

父亲教育程度 
本科及以上学历(=1) 43.8% (318) 

其他(=0) 56.2% (408) 

母亲教育程度 
本科及以上学历(=1) 37.5% (272) 

其他(=0) 62.5% (454) 

父亲是警察 
是(=1) 6.7% (49) 

否(=0) 93.3% (677) 

母亲是警察 
是(=1) 1.5% (11) 

否(=0) 98.5% (715) 

家庭经济状况 
较好(=1) 25.2% (183) 

一般(=0) 74.8% (543) 

 
具体而言，析出理想正义的题项有“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我选择警校是因为我

想除暴安良、匡扶正义”“我选择警校是因为我想帮助别人”“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工作充满挑战、刺

激和冒险”，Cronbach α为 0.808，表明内部一致性极好。四个题项的平均得分为 3.92，是四个维度中得

分最高的一项。析出福利待遇的题项有“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薪资待遇优厚”“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

察工作很稳定”和“我选择警校是因为父母的建议”，Cronbach α为 0.779，表明内部一致性较好。这四

个题项的平均得分为 3.56。析出权力地位的题项有“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有很高的权力地位”和“我

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很有权力”。Cronbach α为 0.673，表明内部一致性较好，四个题项的平均得分为 2.17。
析出亲友影响的题项有“我选择警校是因为家庭成员中有警察”和“我选择警校是因为朋友中有警察”，

Cronbach α为 0.593，略低于一般要求的 0.6 的最低水平(Nunally, 1967)。两个题项的平均得分为 1.91，是

得分最低的一个维度(表 2)。 

3.3.3. 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探究哪些因素对个体入警动机的四个维度产生影响。四个模型中

的因变量分别是个体入警动机的四个维度，即理想正义、福利待遇、权力地位和亲友影响。四个模型的

自变量包括性别、高考成绩、家庭所在地、非独生子女，父亲教育程度、母亲教育程度、父亲是警察、母

亲是警察和家庭经济情况(表 3)。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5.93037


俞瑶，郑洋洋 
 

 

DOI: 10.12677/isl.2025.93037 295 交叉科学快报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motivation to join the police force 
表 2. 入警动机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因子 调查题目 因子载荷系数 Cronbach α 平均值 

1. 理想正义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我想除暴安良、匡扶正义。 0.884 

0.808 3.92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我想帮助别人。 0.847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是我从小的梦想。 0.809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工作充满挑战、刺激和冒险。 0.616 

2. 福利待遇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工作很稳定。 0.880 

0.779 3.56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父母的建议。 0.840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薪水高、福利好。 0.706 

3. 权力地位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有很高的权力地位。 0.775 

0.673 2.17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警察很有权力。 0.723 

警察是我从事其他职业的跳板。 0.635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0.543 

4. 亲友影响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家庭成员中有警察。 0.835 

0.593 1.91 
我选择警校是因为朋友中有警察。 0.799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一(理想正义) 模型二(福利待遇) 模型三(权力地位) 模型四(亲友影响)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别 0.310 0.116 0.109** −0.176 0.116 −0.062 0.517 0.115 0.181*** −0.054 0.108 −0.019 

高考排名 −0.017 0.080 −0.009 0.032 0.080 0.016 0.037 0.079 0.018 −0.168 0.074 −0.083* 

家庭所在地 −0.023 0.099 −0.009 0.175 0.099 0.070 −0.010 0.098 −0.004 −0.088 0.092 −0.035 

父亲教育程度 −0.032 0.094 −0.016 0.027 0.094 0.013 0.139 0.094 0.069 −0.046 0.088 −0.023 

母亲教育程度 0.014 0.099 0.007 −0.027 0.099 −0.013 −0.011 0.099 −0.005 0.094 0.092 0.045 

非独生子女 0.154 0.077 0.076* −0.165 0.077 −0.081* −0.033 0.076 −0.016 0.039 0.071 0.019 

父亲是警察 −0.125 0.154 −0.031 0.150 0.154 0.038 −0.304 0.153 −0.076* 10.474 0.144 0.370*** 

母亲是警察 −0.321 0.311 −0.039 0.092 0.311 0.011 −0.187 0.309 −0.023 0.525 0.290 0.064 

家庭经济状况 −0.047 0.089 −0.020 0.075 0.089 0.033 −0.071 0.088 −0.031 −0.034 0.083 −0.015 

F 1.929* 1.915* 3.348** 14.64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结果发现，性别对理想正义和权力地位两个维度的动机产生了显著性的正向影响，也就是男生比女

生更会因为警察职业蕴含的理想信念和警察职业带来的权力地位而选择这个职业。其次，非独生子女会

正向地影响理想正义的动机，同时反向影响福利待遇的动机。这表明，非独生子女更会因为理想正义选

择警察职业，更不会因为福利待遇来选择。父亲是警察会反向地显著影响权力地位维度，同时正向地显

著影响亲友影响维度，而母亲是警察则不具有影响。最后，高考成绩会反向地显著影响亲友影响维度，

这说明高考成绩一般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来报考警察。另外，家庭所在地、父母的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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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反映学生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变量均未影响各维度入警动机。 

4. 讨论和结论 

警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警察的招募和培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关

系到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动机是个体行为背后的驱动力，了解公安院校学生的入警动机，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警察队伍的招募和培养方向。然而，我国关于警察入警动机的实证研究尚显匮乏。

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缺，通过分析公安院校学生的入警动机的相关维度，并找出影响入警动机的

影响因素，为警察招募和培养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4.1. 入警动机的重要性排序分析 

首先，我国公安院校学生的入警动机中最强烈的是理想正义。这和 Wu 等人在 2009 年的研究结果不

同，他们发现中国警察选择加入警队的首要动机是收入稳定和工作稳定，这一因素甚至超过了帮助他人

和打击犯罪的动机[6]。以全球为视野，一项荟萃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警察更会因为较好的薪资待遇、

稳定的工作前景和优厚的权力地位而选择警察职业；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警察更可能因为帮助他人的

志愿选择警察职业[7]。尽管本研究以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为背景，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自我国东部沿

海的江苏省，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23 年人均 GDP 超 2 万美元[17]，已经实质性迈入初步发

达国家行列。本研究中有 43.8%的受访者父亲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37.5%的受访者母亲受教育程度在

本科以上，这也从侧面印证大部分报考警校的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这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理想正义的入警动机已经取代福利待遇，成为我国高中生选择警察作为职业的第一考量因素。 
其次，福利待遇依然是公安院校学生重要的入警动机。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公安院校学生入警

动机中的福利待遇平均得分为 3.56，高于理论临界值 3。一项针对高校学生的调研发现，73%的受访者表

示愿意从事公务员工作；其中，88%受访者表示愿意从事公务员工作是因为体制内工资待遇稳定，生活有

所保障[18]。由于我国警察特殊的招聘机制，大部分的公安院校学生都能顺利入警，因此考入警校也被认

为是提前锁定了体制内工作，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福利待遇依然是公安院校学生重要的入警动机。在

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福利待遇包含了题项“我选择警校是因为父母的建议”。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

影响，中国子女习惯于在人生重要选择上听从父母的建议。尤其是我国警察院校招录的是高中毕业生，

他们对职业选择的认知比较有限，更倾向于顺从父母的意见，而中国父母更看重工作的收入待遇和工作

稳定性。这和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呈现出较大的文化差异，比如韩国警察虽然把福利待遇放在入警动机

的首位，但受父母的影响比较小[19]。与此同时，对我国女性警察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的影响是最常提及

的因素，紧随其后的是物质考虑，比如工作稳定、良好的薪酬、工作福利等[16]。 
此外，公安院校学生因为权力地位加入警察队伍的动机较弱。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公安院校学生并不

认为警察有较高的权力地位。尽管我国警察的薪资水平较为稳定可观，但是警察的权力地位被认为有所

下降。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警察始终在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矛盾纠纷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前线，

辱警袭警违法行为频频出现，对警察执法权威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20]。另外，社交媒体对涉警事件的负

面报道进一步造成警察社会声誉的下降[21]。第二，他们只是单纯地没有因为警察的权力地位而受到激励，

而更受到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驱动。 
最后，亲友是警察是公安院校学生入警动机中最弱的一项。长期以来，由于有相当比例的警察的父

母或朋友从事执法类工作，亲友从事警察职业被认为是入警动机中的重要因素[22]。先前的研究表明，由

于传统上的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在个人的求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警察是一个竞争激烈、

薪水水平良好、工作稳定的职业，那些拥有良好社交网络和资本的人，在竞争这些职位时往往比那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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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这些资源的人更有优势[6]。但是，在持续的警务专业化改革下我国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招募流程。“逢

进必考”的前提下“关系”对警察准入无法形成决定性作用，人情的作用在逐步消失。此外，国外的研究

发现由于当前社会和政治环境对警察并不友好，警察的工作辛苦且危险，不少警察子女反馈说自己的父

母并不希望自己子承父业[5]。  

4.2. 入警动机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警校新生的入警动机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倾向于出于理

想正义感以及对权力地位的追求选择警察职业。这一结果揭示了性别在职业选择动机上的显著差异。传

统社会观念将男性与力量、保护、权威等特质联系起来，而警察职业恰好符合这些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

更会对男性产生更强的职业吸引力[23]。同时，男性普遍比女性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这可能导致他们更

愿意从事警察这种高风险的职业。而警察行业作为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女性的职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

这导致女性更不会因为权力地位选择警察职业。 
第二，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更倾向于出于理想和正义感选择警察职业，而对职业的稳定性和

福利待遇的看重程度相对较低。非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需要与兄弟姐妹分享父母的关注和资源，

这种环境可能培养了他们更强的忍耐力和对集体利益的重视[24]。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

体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比如警察。与之相反，独生子女往往备受父母宠爱，可能更关注个

人需求和发展，更会因为福利待遇选择警察职业。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中父母职业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父亲是警察的学生比

起父亲不是警察的学生而言，对权力地位的看重程度相对较低，但是认为在警察职业发展中自己拥有一

定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母亲是警察对公安院校学生的职业选择未产生任何影响。在传统的中国文化

中，父亲被视为家庭的权威，他们的职业选择往往被认为对子女的职业规划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父亲的

职业往往与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因此，父亲的职业选择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而

母亲在家庭中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对子女的职业选择影响更小。其次，父亲是警察的公安

院校学生可能会通过日常交流和互动，对警察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认为警察职业并不具有较高的社会

地位，也不会带来较大的权力和资源。因此，父亲是警察的学生的权力地位动机相对较弱。但是，父亲

是警察可以为个体提供职业指导和建议，甚至是警察职业发展所需要的支持和资源。这种社会资本的传

递在警察这类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更为明显。这种可以感知到的支持会增加子女选择相同职业的可能性。

女性在警察这类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的职业发展受限，因而能够提供的社会支持非常有限，不会对亲友

影响维度的动机产生影响。 
第四，高考成绩一般的学生更会因为亲友中有人是警察而选择这个职业。这可能是因为高考成绩更

好的公安院校学生对自身的能力更有信心，对个体的规划更有清晰的认知；而高考成绩一般的学生更容

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5. 研究的启示和不足 

本研究提取出了我国公安院校学生入警动机的四个主要因子，具体包括理想正义、福利待遇、权力

地位以及亲友影响。这四个因子共同构成了公安院校学生选择警察职业的主要考量维度，为理解当代公

安院校学生的职业选择动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从实践层面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安院校学生的

入警动机相较于以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发现也为警校教育和警察队伍建设提供了新的启示。 
一方面，应在招生和招警宣传中凸显警察工作的内在特质，例如服务他人、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和刺激冒险。本研究发现，理想正义已经跃升成为最重要的入警动机。这一变化表明，新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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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院校学生在择业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们更加注重个人能够为社会和他人做出的贡献，而非

仅仅关注职业带来的物质回报或权力地位的提升。由此，应该有意识地在招生宣传中强调警察工作蕴含

的理想信念和职业荣誉。 
另一方面，做好暖警爱警工作，切实提升警察福利待遇。根据本研究和其余两项对我国大陆地区入

警动机的调查，福利待遇始终是最重要的入警动机之一。大部分人认为警察薪水良好、工作稳定，是传

统意义上的好工作。入警动机能否得到满足和警察工作满意度、工作效能、工作表现存在关系。因此，

我们应该持续为警察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和退休待遇。同时，关注警察工作的职业稳定性，降低职

业风险。 
尽管本研究通过较大样本量对公安院校学生入警动机进行了系统分析，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

在样本代表性层面，受研究条件所限，调查对象集中于江苏省某省属公安院校，尚未涵盖公安部直属院

校及其他省份不同层次的公安院校。由于公安院校在生源结构、培养定位、学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

导致不同院校学生的职业动机呈现区域性、院校类别的不同。未来研究可拓展至部属院校、司法警官院

校等多类型警校，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在分析方法层面，尽管运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和多元回归模型，但对变量间复杂作用机制的探讨尚存深化空间。例如，未能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高级

统计方法构建多变量交互路径，可能限制了对潜在中介或调节效应的深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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