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院校要找准办学定位、突出差

异化发展。

海南警察学院的建设，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公安应用

型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以警务

化、实战化、数字化、国际化建设为

内生动力，构建以中国特色自贸港

现代警务人才培养机制为核心的

新发展格局，建设“立足海南、面向

全国、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高水平应用型、创新型、开

放型、国际化的现代警察院校。

三是建设海南警察学院要科

学统筹学科专业。从为自贸港建

设保驾护航培养专门力量的视角

出发，海南警察学院按照差异化办

学、特色化发展的路径，依需量力、

科学审慎建设公安专业。经过反

复论证，四个首设本科专业分别为

侦查学、边防管理、网络安全与执

法以及法学。计划后续将积极申

报设置涉外警务专业、刑事科学技

术专业。

公安部大力支持海南警察学

院的学科专业建设，将组织公安大

学、警察大学、刑警学院分别对口

支援3个首设专业，深入加强人才

培养、专任教师、仪器设备、实习基

地等专业基本条件建设。在省公

安厅领导下，实施“厅院一体化”，

按照“实战有所需、教学必有应”的

原则，完善“教学研练战”一体化人

才培养模式，构建实验、实习、实战

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按照

培养和形成公安新质战斗力的需

要，建设符合海南自贸港公安实战

发展要求的课程体系。侦查学专

业，设置与自贸港公安工作关联性

强的诸如反走私、反洗钱、查毒缉

毒、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等特色创新

课程。边防管理专业，以建设治安

管理、安全防范等治安专业基础课

为核心，强化反偷渡、船民管理、涉

外警务、海洋执法、国际警务交流

等特色专业课程设置。网络安全

与执法专业，加大数据原理、程序

设计等专业课程以及网络攻防对

抗、网络犯罪侦查等实践教学的结

构比例。同时，加大外语、国际政

治、世界历史、国际法、区域国别法

等课程的设置，拓宽学生的国际视

野，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跨领

域工作和跨界协作能力。建设以

案例、实务、研讨为核心模块的实

践课程体系，探索开展打私警务、

旅游警务、生态警务、涉外警务课

程设置、培养机制和实践教学。

四是建设海南警察学院要开拓

渠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

伍是办好公安院校最重要的条件。

海南警察学院通过外引内培，着力

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适应实战化教学的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未来5年，海南警察

学院教师队伍规模，将达到近400

人，校内专任教师将达350人，入库

校外兼任教师不少于120人。引进、

培养6-8名具有国内一流水平并在

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及

30名左右学术骨干，特别是要配齐

配强思政课教师。

公安部从部属院校选派具有

高级职称的干部教师到海南警察

学院挂职或任职，组织部属公安院

校和办学水平较高的省属公安院

校选派优秀骨干教师到海南警察

学院援教或挂职。同时，引进具有

维和警务、驻外警务联络官经验的

涉外警务专家，开展涉外警务实

践、案例研讨等实务课程讲授。省

公安厅坚持全警聚力、协同育人，

深化校局合作，完善业务警种与海

南警察学院“结对子”共建机制，有

序推进警察学院优秀教师和省内

各级公安机关业务骨干互派交流，

优化“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结构。

海南警察学院将积极用好海南良

好生态环境、优越气候条件这一最

强优势和最大本钱，用足海南柔性

人才引进政策，与省公安厅共同探

讨建立公安政法“候鸟”人才工作

站，引进全国法学教育、公安教育

和公安实战领域的领军型专家学

者，以及公安英模等先进人物，建

立名师工作室。

五是建设海南警察学院要加

强科研能力建设。海南警察学院

的建设，要立足自贸港建设过程中

的国家安全、社会风险防控以及社

会稳定等问题，把服务公安工作和

公安队伍建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面向国家安全

重大需求、面向海南自贸港建设重

大实践、面向公安改革重要领域、面

向公安实战重点问题，确立科研创

新的主攻方向和重点。学院将在公

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指引下，健全

“警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打造高

水平科研团队，搭建“战学研”协同

创新平台，促进教学科研与公安实

战的紧密结合、深度融合。积极探

索加强智库建设，计划建设自贸港

风险评估与治理、海南公安工作现

代化2个智库，申建自贸区风险与治

理创新研究基地1个，并积极建设海

南自贸港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领域

案例库、数据库。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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