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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锻造有

“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

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公安铁军。公安队伍掌

握铁一般的过硬本领，是其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中具有武装特点的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的专门机关的本

质要求［1］，也是其顺利开展公安工作的有效保障。公安

警务模拟实战红蓝对抗是培养公安执法队伍实战技战术

和案例规范处置能力，促进一线执法民辅警练就过硬本

领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各级公安机关经常性开展针

对一线执法队伍的警务实战模拟训练，以期提高民警在

实际工作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理突发事件的综合处置能

力。需要注意的是，当下有关警务模拟实战训练的理论

研究和实际操作之间存在衔接差异，各个地方基层公安

机关在开展训练中普遍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开展具有较

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和革新。

2  警务实战模拟训练现状分析

在当下公安部开启新一轮全警实战大练兵的背景

下，各地公安机关依据辖区警力分布、治安情况、风土

人情等综合因素，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形式开展警务实战

模拟训练，取得了一众瞩目的成绩：珠海市公安局积极

开展警务实战训练与教官队伍选拔培养，完善“一所一

队一教官”机制，以教带学，推动警务实战模拟训练最

大程度、最优质量覆盖更多民辅警［2］；周口市公安局

充分发挥教育训练职能作用，坚持实战、实用、实效导

向，多轮次、全方位、全流程开展全警实战大练兵，着

力构建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实战化的教育训练模

式，推动执法队伍素质能力提档升级［3］，等等。随着国

家对一线执法队伍警务实战能力培育的不断重视，众多

专家学者与教官也为警务实战模拟训练编撰设计出了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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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案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实战与训练规范，涵盖执法现

场语言控制规范［4］、风险性突发性事件应急指挥处置方

法［5］，以及典型案例处置方案等多个方面。警务实战模

拟训练理论研究水平日益提升，为训练开展提供了符合

执法规范要求与地方基本实情的科学指引。

但在基层公安机关，特别是派出所一线层面，受制

于日常业务工作繁重、警力人手缺乏、硬件设施配套不

足等客观因素，很难组织一场全方位贴合实战情况的红

蓝对抗训练，也很难建设一支专业的警务实战模拟蓝军

队伍以供一线执法人员进行实战模拟培训。警务实战模

拟培训存在案情发展过于单一，对于突发性、随机性案

情的拟真程度不强，导调员和情况显示员关于案情发展

的认识不同步，设计不协调，“出戏笑场”状况频发等

诸多问题。对此，公安机关训练单位应当从客观严谨的

角度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以期真正将警

务实战模拟训练走深走实，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3  基层公安机关警务实战模拟训练问
题解析

在当前新时代，公安工作发生了历史性变革［6］。

在迫切需要落实新警务理念的综合背景下［7］，一线执法

工作对民辅警突发复杂警情综合处置能力的迫切需求，

与基层公安机关组织的警务实战模拟训练存在诸多缺陷

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公安机关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既

有训练模式机制，用客观严谨的态度剖析模拟训练存在

的具体问题，以期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具体突出问题

如下。

3.1  基层民警受训范围有限，尚未实现执法队伍应

训皆训

笔者发现，分局层面组织的定期警务实战模拟培训

以分批次集中培训为主要形式，每次抽调各个派出所1-3

名民辅警，共计15人左右进行集中训练。但受制于各派

出所警力和工作任务需要，每次受训人员优先从当天备

班或工作任务较少的警组中抽选，未能构建所有一线执

法民辅警按照一定顺序先后参训的机制。同时，因各个

派出所警组排班不同，每日警情总量有所差异，导致定

期组织的培训难以系统性地覆盖所有一线执法民辅警，

而使日常工作中相互配合的一个警组整建制参训的设想

更是面临较大困难。这无疑会使警务实战模拟训练的效

果因每个民辅警参训学习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3.2  警务模拟实战蓝军队伍建设存在缺陷

针对上述参训人员难以覆盖所有一线执法民辅警

的问题，上级机关提出了以点带面机制，期望各所参训

民警组成蓝军小队在所内演练传达训练内容精神，通过

参训民辅警带动其他民辅警学习，提升综合执法能力。

该机制的出发点是在尽量提升民辅警综合执法能力的同

时，尽可能地减少民辅警的工作和训练负担。但客观上

也反映出当下分局以下层面公安机关缺少专业警务实战

模拟蓝军队伍或蓝军队伍建设存在缺陷的问题。

在分局层面，一是缺少专业的实战模拟训练红蓝对

抗导调员，不能从红蓝对抗全局设计、案例发展走向分

析、场景构建、蓝军情显指挥调度等层面，全方位多角

度地设计组织出具有高度拟真性、切实贴合实战情形、

案情发展走向多样，能够真正锻炼一线执法人员因地因

时制宜随机应变的综合执法处置能力的沉浸式红蓝对抗

模拟训练；二是有资质的警务实战模拟教官数量极少，

且大都分散在各个派出所并担任一室两队的领导职务，

自身工作繁重，不能专职进行警务实战模拟训练的设计

研究；三是警务实战模拟训练所需要的情况显示员数量

不足，多由军转同志兼职担任，或在参训的民辅警中临

时抽调，未能构建专门的蓝军情显队伍。上述三点情况

导致分局层面组织的警务实战模拟训练缺少针对性、专

门性、前瞻性的实施方案，存在训练导调规划和实际执

行情况有出入，导调员、教官、蓝军情显和受训人员对

模拟案例及其执法流程规范认识程度不同步，导调指挥

和蓝军行动不协调等诸多问题。

在派出所层面，正如上文所述，有资质的警务实战

模拟教官数量稀缺，工作繁重，且各所分布不均，甚至

存在一个派出所两个教官，而周边辖区派出所没有教官

的情况。故很难在派出所内进行相对专业的实战模拟训

练。此外，每次参训的民辅警也因为人员流动性大，自

身综合执法处置能力和教学能力各有差异等客观问题，

导致以点带面机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亟需做出相应的

调整改革。

3.3  训练设计拟真性弱，导调设计机制缺失

专业警务实战模拟蓝军队伍建设的缺陷，导调员、

教官和情显队伍的人手不足等客观问题，导致分局层面

的警务模拟实战红蓝对抗训练在导调设计上存在诸多缺

陷，缺乏科学完备的导调设计机制。

在顶层设计方面，分局层面定期组织的警务实战模

拟训练多为每次抽取一到两个典型案例，参训民辅警安

坐在台下“观看”教官队伍教学演示，所有人员依照案

例流程按部就班“有序登场”，模拟执法过程也严格依

照教案规范“圆满完成”，参训民辅警亲自扮演红军，

成最小作战单元完全参与模拟实战进行模拟执法的实践

学习流程较少。这种案情模拟不仅与现实执法过程中突

发性、随机性事件频出的客观情况不符，更与警务实战

模拟训练红蓝对抗力求对标现实、贴合实际，提升一线

执法队伍随机应变应对突发性、随机性事件的综合处置

能力的根本宗旨相悖。

在开展训练方面，专门场地和设施的缺失导致定期

开展的警务实战模拟训练无法构建出足够拟真的训练环

境，参训人员只能就地取材，“指鹿为马”地将能找到

的设施材料想象成案发地点存在的事物或场景；而专业

蓝军队伍的缺失和临时抽调参训人员担任情显的普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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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导致蓝军情显人员常因不清楚训练导调设计流程和

指挥安排而难以做出符合设计预期的动作，或者无法拟

真有效地表现出突发性、随机性的行为。这无疑会使整

个模拟训练的拟真性、有效性大打折扣。

3.4  实战训练内容系统性缺失，教学内容与训练

安排脱节

上文曾提到众多专家学者和教官已经为警务实战模

拟训练编撰设计出极为丰富的模拟案例和与之对应的执

法规范及教学方案，各地方公安机关也针对地方性突出

问题和典型案例因地制宜设计了众多教学训练方案。可

以说在教案理论研究层面，各层机关都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这点值得充分肯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定期集

中开展训练这一模式和参训人员流动性大的客观情况，

参训民辅警很难系统完整地学习训练设计的一整套教学

内容。经常出现一套理论和训练方案体系分散在多次训

练中，参训人员仅能学习掌握其参加的一次训练所传达

的内容，而无法完整系统地学习整套理论和训练内容的

情况。与此同时，教官也因为训练日程安排，只能在每

次参训人员流动巨大的情况下照常进行训练模拟，很难

将一整套体系完全地传达到每个参训民辅警。在这种情

况下，再先进科学的执法思想技能和训练教学方案也无

法完整发挥其本应发挥的作用。

4  基层公安机关警务实战模拟训练路
径探析

针对上述具体突出问题，基层公安机关应当立足问

题本质，结合公安一线工作实际，积极对问题及其可行

的解决方案进行路径探析，以期改善警务实战模拟训练

效果，进而切实提升一线执法人员综合处置能力水平，

推动新警务工作走深走实。

4.1  扩大受训人员覆盖范围

分局与各个派出所协调安排，建立系统化培训机

制，采用分批次、循环式的培训模式，确保模拟训练覆

盖所有一线执法民警。同时完善“一所一队一教官”机

制和派出所模拟实战训练日机制，按实际情况定期组织

警组整建制培训，以期提升整警组应对突发性、随机性

案情的协调分工能力和综合处置能力。

4.2  规范专业蓝军队伍建设

建设专门的警务实战模拟蓝军队伍，大力培养具有

专业能力的导调员、教官和情显队伍；明确导调员设计

指挥、教官引导教学、情显模拟演绎的分工机制；对蓝

军队伍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在模拟训练中的专业性和

协调性；定期对蓝军队伍进行评估和反馈，不断优化模

拟训练的设计和执行。

4.3  建立完备导调机制，提高训练拟真性

推进警务实战模拟训练红蓝对抗专业导调员培养建

设工程，从实战经验丰富、深谙执法规范的民警教官中

挑选培养专业导调员；制定详细的导调计划，确保模拟

训练的设计拟真完善、发展方向多样、人员演绎协调；

完善导调员、教官和情显队伍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确保训练的顺利进行；定期对导调设计进行复盘和总

结，不断改进和完善训练方案。

投入必要的资源，改善模拟训练的场地和设施，提

高训练环境的拟真度；设计多样化的模拟案例，丰富模

拟案例发展走向可能性，提高训练的实战性。引入VR/

AR等现代技术，以增强模拟训练的沉浸感和互动性。

4.4  优化实训内容体系，健全评估反馈机制

导调员与教官团队应制定系统、长期、符合受训单

位实际情况、便于开展实行的教学计划，确保受训民警

尽可能系统地学习并掌握训练传达内容。

此外，每次训练结束后应由导调员主持当场讲评，

收集受训民警反馈意见与教官情显教学体验反馈，并以

此为依据针对教学计划、训练内容、训练方式及时进行

调整。同时，建立评估和反馈机制，确保教学内容与实

际执法需求相匹配，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

以上是针对上述基层警务实战模拟训练存在问题的

解决方案的宏观概述，各地方公安机关应当依据各自不

同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针对训练存在的各类问题，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地采取对应措施，以期

找到真正切合本地训练开展实际情况、符合本地公安工

作需要、直击训练问题痛点的解决方法。

5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公安工作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和机

遇。基层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的前沿阵地，其警务实战能力直接关系到公安工作的

成效。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警务实战模拟训练，不断探

索和创新训练机制，提升一线执法民警在实际工作中面

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高效处理的综合处置能力，打

造新警务理念指引下的基层公安新质战斗力，进而以规

范高效执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和工作要求。

基层公安机关警务实战模拟训练的改革和发展，是

提升公安队伍新质战斗力的关键所在。一线公安民警综

合处置能力的提升进步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需要

各级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相信通过不懈的

努力和探索，基层公安机关的警务实战能力必将得到显

著提升，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幸福安康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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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Police Combat Simulation 
Training of Grassroots Public Security Organs

Meng Junyu Wu Muyang Jiang Jialin Yuan Xien Zhu Jiaqing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Abstract: Police simulation of real combat red-blue confront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the actual combat skills and tactic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law enforcement team and the ability to standardize the 
handling of cases, and to promote the front-line law enforcement police to practice excellent skill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carried out by grassroots public security organs in various localities, and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ith high pertinence and operability.
Key words: Grassroots public security organs; Police combat simulation training; Red-blue confro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