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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

作用。因此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出入境民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 ,以适应岗位职

责和时代需求。要达到以上的要求 ,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不断强化对出入境民警的培训。近年来 ,一些发达国家警

察培训管理部门以加强培训效果评估来提高培训质量的做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这对于我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

理部门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出入境民警 ; 培训效果评估 ; 警察培训

　　中图分类号 : DF817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008 - 7966 (2009) 03 - 0135 - 04

　　收稿日期 : 2009 - 03 - 15

　　作者简介 :沈辉 (1972 - ) ,男 ,江苏南通人 , 2006级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有关警察培训现状的文献综述

　　教育培训是世界各国提高警察队伍素质的普遍做法 ,

旨在通过不同形式针对不同层次警察的教育培训 ,充分提

高警察的基本素质和业务水平 ,以保证执法质量。有关培

训效果评估的研究集中在以下的文献中 :

(一 )柯克帕里克 ( Kirkpatrik)教授的四级评估模式 [ 1 ]

及其在英国警察培训中的应用

1959年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柯克帕里克 (Kirkpatrik)教授

率先提出了四级评估模式。该评估模型将培训的效果分为四个

层次 ,认为评估工作应该从图一所示的四个层次分别进行 :

柯克帕里克的评估四层次模型

层次 待解决的问题 衡量的方法

反应层

受训人员是否对培训课

程感兴趣 ,对培训手段、

教师有何评价或建议

问卷调查、座谈

访问

学习层

受训人员在培训前后知

识结构技能提高程度的

比较性评估

笔 试、心 得 报

告、绩效考核、

工作模拟

行为层

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人

员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态

度有无变化

局部调查、走访上

级及同事和参训

人员的自我评价

结果层

行政人员的工作态度改

变是否影响行政机构的

工作绩效

对硬数据、软数

据做前后比较

分析

图一

目前 ,这一模式已成为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家警

察部门提高其警方人员培训质量的有效手段。其中 ,在英

国警察机构开展的警察教育培训效果评估具有一定代表

性 :

1.重点突出。根据警察机构不同的培训计划和任务要

求 ,警察教育培训评估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以下三个

方面是任何评估都不可缺少的 :一是看警察教育培训是否

能够满足警察部门和个人的要求即是否达到培训目标 ;二

是看警察的培训效果是否物有所值 ,简单实用 ;三是看是否

改进了警察的技能水平 ,并对实际工作产生正面影响。

2.目标明确。警察培训评估的目的就是要对已有的教

育培训方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估价 ,以实现持续的改进与

提高。因而 ,评估过程成为警察教育培训体制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环节 ,往复循环 ,不断推进 ,如图二所示 :

图二

3.规格统一。1991年 ,英国内政部曾就警察教育培训

评估提出过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用于规范培训成果的评估

工作以便此项工作的进一步规范与发展。其内容有 :针对

特定的培训目标 ,组织有效的课程教学 ;合理设定满足警察

机构与个人及培训单位要求的目标 ;充分考虑培训过程中

的对象的差异性 ;寻求满足不同对象要求的最有效的培训

方式 ;切实保证培训的质量 ,平等地提供培训的机会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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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警察教育培训评估还要检查以下问题 :培训是否已影响

警察机构的正常秩序 ? 如何选择被培训的人员 ? 培训后安

置情况如何 ? 警察机构如何影响警察培训工作的实施等。

4. 制定战略。在开展培训评估的初期 ,尽管已进行了

大量的投入 ,但实际评估工作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展开。

原因是缺乏总体的评估战略规划 ,因而难以统筹考虑多少

培训工作应得到评估 ,应执行何种水平的评估等。同时由

于缺乏统一的管理数据库 ,难以避免某一培训评估的重复

进行。因此 ,制定较为完备的评估战略规划用于指导实际

评估工作可大大提高评估工作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这也成

为英国警察机构开展教育培训评估工作重点强化的内

容 [ 2 ]。

(二 )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存在的问题

1. 学员自身情况差异较大。一是年龄上的差异。二是

文化上的差异。三是工作岗位上的差异。不同部门、不同

岗位上来的民警培训的需求是不同的。四是专业知识上的

差异。由于各自学历背景差异 ,对培训学习的兴趣以至于

对教学的要求都是不同的。五是培训学习动机上的差异。

有部分学员只把培训当做任务敷衍了事。

2. 培训学习时间长短不同。这主要源于培训班的性

质、学员的身份不同。一般来说 ,培训时间越长 ,管理的难

度就越大 ,就越需要教学内容、住宿、生活条件等方面的紧

密配合。

3.教学难度相对较大。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要求学习

内容要“实战、实用、实效 ”,尤其是要求针对当前工作中存

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教学训练。但由于培训学习的时间较

短 ,学员们的问题又千差万别 ,因而在培训过程中对教师自

身的理论功底、专业素质和当前公安专业执法中存在的问

题 ,以及对教学中重点、难点的把握要求较高 ,教学难度相

对较大 [ 3 ]。

综上所述 ,如何有针对性地构建评估模型提高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培训质量 ,将是今后各地、各级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培训主管部门提高培训效果必须要思考和解

决的重大课题。这也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

　　二、对我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培
训现状的调查研究

　　为收集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民警培训效果的第

一手资料 ,笔者于 2008年 4月 11至 17日期间 ,利用在天

津举办奥运赛事举办地公安机关外国人管理工作专业培训

班的机会 ,就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效果评估现状

问题对北京、天津、上海、秦皇岛、青岛、沈阳等 6个奥运赛

事举办地的省级、地市级、县级参加培训的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部门的民警、科队长、处长进行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共

发放问卷 126份 ,回收有效问卷 96份 ,回收率 77%。从参

加调研人员的构成来讲 ,体现了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三级管

理制度 ,即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统一规划、组织、指导

下 ,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地市 ,以及基层公安机关分工负

责 ,对中外公民出入境及与出入境有关的事务实施管理。

(一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1. 年龄状况 :

项目 30岁以下 30 - 40岁 40 - 50岁 50岁以上

人数 26 35 23 12

比例 27. 1% 36. 5% 23. 9% 12. 5%

　　2.学历状况 :

项目 高中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

人数 0 31 62 3

比例 0 32. 3% 64. 6% 3. 1%

　　3.职位状况 :

项目 科员 科、队长 副处长

人数 13 80 3

比例 13. 5% 83. 3% 3. 1%

　　4.参加人员单位 :

项目
省级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部门

地市级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部门

县级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部门

人数 3 63 30

比例 3. 15% 65. 6% 31. 25

　　通过上述情况看 ,参加此次培训的人员分别来自省级、

地市级、县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以青年为主 ,多为

业务骨干且学历层次普遍较高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 )现有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评估的现状

1.思想认识不到位。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部门领导对培训评估工作很重视的只占到 1% ;

重视的占到 5. 3% ;不太重视的占到 31. 2% ;不重视的比率

则高达 62. 5%。这一调查结果也就直接反映出当前的各

地、各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领导对评估工作的重视

程度很低 ,对培训效果评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2.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在“培训激励约束机制方

面 ,贵单位是否将培训评估考核的结果与个人职务晋升、奖

励相挂钩 ”的问题中 , 26%回答培训结果与个人职务晋升、

奖励不挂钩 ; 45%认为培训结果会作为个人晋升、奖励的参

考指标 ; 28%认为培训结果会作为个人晋升、奖励的重要必

备条件 ; 11%则表示对具体情况不清楚。这说明 ,当前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培训评估与晋升机制之间存在“断

裂带 ”,没有把培训结果与使用、晋升挂钩 ,培训评估的相

关配套制度比较欠缺。

3.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在调查中发现 ,许多地方公

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评估内容极不全面。多数培训评

估大多采用学习层评估方式 ,仅仅对培训课程中所授予的

知识进行考核 ,没有深入到评估民警工作行为、态度的改

变、工作绩效的改善和为社会带来社会效益等方面。如 :在

“评估工作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这一问题中 , 78%的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只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来检查民警是否掌

握所学内容 ,掌握程度如何 ; 11%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除了检测民警掌握知识的程度 ,还衡量民警在培训前后

的工作行为和态度是否改变 ; 6%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

门评估补充衡量了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培训前后整

体绩效是否变化 ; 5%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增加了对

社会效益的评估 ,政府形象是否提升等。

·631·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4. 评估方法不理想。如图三所示 ,在“评估时经常使

用哪些评估工具 ”的调查中 , 81. 6%的单位采用的是测试方

法 ;选择调查问卷方法的有 35. 6% ;而选择其他工具的则

非常少。在培训结束后不再进行跟踪调查 ,评估没有深入

到培训结束后参训民警的工作行为、态度的改变、工作绩效

的改善、能力上来。

项目 调查问卷 测试 现场观察 业绩检测 访谈法 其他

比例 35. 6% 81. 6 3% 7% 11% 4. 2%

图三

5. 评估流程不完整。如图四所示 ,在“贵单位培训评估

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哪些环节 ”的调查中 ,培训前检测原有

水平的只占到 17% ; 9%会在培训过程中检验阶段培训成

果 ;做到随时不定期检验 ,贯穿培训整个环节的只有 12% ;

而多达 92%部门选择只在培训后进行评估。可见 ,当前绝

大多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仅仅局限于在培训项目刚

结束时进行评估 ,并没有在后续的实际工作中进行评估 ,或

者仅仅局限于对培训项目本身进行评估 ,而忽略了将培训

项目与工作绩效联系起来进行评估 ,进而造成了培训与实

际工作脱节。其原因在于大多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没有建立完善的培训评估流程体系。

项目 培训前 培训中 培训后 整个环节

比例 17% 9% 92% 12

图四

　　三、对策与建议

　　根据本项研究 ,笔者认为在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培训工

作中 ,必须高度重视培训效果评估工作 ,建立起完善的培训

评估流程体系。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

(一 )观念层面的措施

国际化的新形势对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民警素质

提出了新要求。应该从整体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局出发 ,

从管理成本核算的需要出发 ,认识到培训效果评估的战略

地位 ,将培训评估切实纳入议事日程 ,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

形成“对出入境系统民警队伍进行及时培训是最有效的 ”

投资理念。

(二 )制度层面的措施

1. 健全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的激励约束机

制。完善培训与使用相结合制度 ,把参训民警的培训表现

和培训评估结果作为民警考核、任职、定级、晋升职务的重

要依据。构建起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与使用密切

结合的激励机制 ,做到“不培训不上岗 ,不培训不提拔 ,不

培训不使用 ”,实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从“要我

学 ”到“我要学 ”的转变 ,激发和保持培训评估工作的活力

和动力。

2.实行培训结果备案制度。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民警接受培训后进行相应的考试考核是对培训效果的检

验 ,政工部门应该统一思想 ,落实培训登记政策 ,按规定将

民警参加培训和他们培训后的考试、考核结果 ,登记在培训

证书上 ,记入个人档案 ,作为民警年度考核、任职、定级和晋

升职务的重要依据。政工部门对没有完成规定培训科目和

学时或培训成绩不合格的民警 ,年度考核时不予确定等次。

只有这样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才能逐步步入法

制化轨道 ,才能把培训办出质量 ,办出水平 ,办出特色。

(三 )操作层面的措施

应建立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民警培训效果评估指

标体系 ,探索切实可行的培训效果评估方法。一个有效的

培训评估方法可以把民警经过培训后在工作中所发挥作用

真实地反映出来 ,就要不断创新、开发各种评估方法 ,运用

现代化测评手段 ,丰富培训评估机制 ,促进培训教育质量的

提高。定性方法的种类众多 ,比如培训结束后政工部门组

织参加的参训民警座谈交流询问学习情况、组织问卷调查

和相关测试、专家访谈、案例分析等。定性的方法运用得

好 ,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培训的效果。但是定性的方法有

其局限性 ,如果使用不恰当 ,会有较大的随意性。定量的方

法是运用统计学、数学、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 ,有很多种 ,

常见的如成本收益分析、机会成本分析、边际成本分析、统

计假设检验等等。定量的方法很严密 ,具有说服力 ;但是现

实中的情况千差万别 ,定量的方法往往不能够完全准确地

模拟现实中出现的情况。如果将定性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

相结合使用 ,可以弥补彼此的弱点 ,强化各自的优势 ,是最

优的选择 [ 4 ]。

在评估方法的选取上 ,要坚持将定性评价与量化打分

相结合 ,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 ,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

相结合 ,领导考核与群众考核相结合 ,综合考评与重大工作

成果评价相结合 ,并鼓励各部门结合实际探索灵活多样、行

之有效的考核方法和考核内容 ,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分类

量化考核目标体系 [ 5 ]。在健全内部考核的同时 ,加强社会

监督 ,将服务对象满意程度纳入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民警业绩考核范畴 ,以服务对象的评价为最终标准。如实

施政务公开 ,给服务对象知情权推行服务承诺 ,给服务对象

评价标准 ;加大监督力度 ,畅通信息反馈渠道。使外部的评

价监督与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民警考核直接挂钩 ,来

促进公安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将考评与机关职能、工作

效率、服务水平、作风等结合起来 ,建立科学灵活的动态考

核机制 ,形成一级抓一级 ,一级考一级 ,一级带一级的分层

次、立体式的考核体系。考核可采取听汇报、看台账、开座

谈会 ,抽样调查等方法 ,坚持年终综合考评与平常检查相结

合。通过考评 ,提高参评对象学习的自觉性 ,真正做到“生

命不息、学习不止 ”,推进学习型政府建设工作的有序开

展。

(四 )建立新型的培训效果“七步评估 ”模型

培训评估的开展要遵循科学的程序 ,否则得出的培训

评估结果很可能失去客观性。从本项研究出发 ,笔者尝试

提出一个新型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培训效果“七步评估 ”模

型。如图五所示 :

该模型中 ,七个步骤首尾相连 ,每一步的完成效果直接

决定了下一步的工作水平。如果其中一个步骤出了问题 ,

会直接影响下一步的工作。完成七个步骤以后 ,本模型可

以在更高的平台上重新开始循环。因此 ,出入境管理部门

在进行培训效果评估时 ,应认真抓好每一步。笔者曾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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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培训班上做了有益的尝试。

图五

第一步 ,分析培训需求。培训需求分析是培训内容设

计的一个垂要的步骤 ,也是培训评估的第一步。培训人员

应该通过了解参训人员的特点 ,即他们的年龄、经验、基本

知识结构及受教育程度 ,并通过需求分析来考察他们的培

训是否有一个总体 (短期、中期、长期 )的规划 ,培训方法、

手段及内容针对性是否强 ;工作和培训矛盾是否突出等。

其中需求分析还包括出入境管理部门的组织目标 ,行政领

导或对民警工作的绩效的要求和来自民警的自我评价。培

训需求分析中所使用的最为典型的方法是访谈、问卷调查

和走访。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未来的受训人员和他们的领

导。同时还应该对工作效率较低的所在的环境实施实地调

查 ,从而确定环境是否也对工作效率有所影响。值得注意

的是培训需求分析的科学性不仅取决于分析的内容 ,同时

也取决于出入境管理部门与参训人员的需求的统一程度 ,

如果两者不统一 ,就无法激发民警的培训热情 ,培训结果也

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步 ,界定培训评估目标。目标是由从培训初始目

标、评估的可行性、评估的价值以及培训评估机构是否能够

得到充分利用等几个角度来决定。

第三步 ,制定培训评估方案。制定培训评估方案主要

需要的项目有 :培训评估的主体 ,培训评估的工具 ,培训评

估的层次 ,培训评估的时间和地点、人员确定 ,培训评估的

方法和标准 ,培训评估的推行步骤和频率 ,培训评估的工作

分工与配合 ,培训评估的报告形成与反馈。

第四步 ,收集培训评估信息。不同的培训评估信息收

集的渠道和收集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培训管理者通过资

料收集、观察收集、访问收集和培训调查等方法 ,针对不同

的培训对象收集定性和定量信息。

第五步 ,分解培训评估效果。培训评估需要的信息来

自不同的渠道 ,信息形式有所不同 ,因此有必要对收集到的

信息进行分类 ,并根据不同的培训评估内容的需要进行信

息归档 ,同时要制作一些表格对信息进行统计。

第六步 ,撰写培训评估报告。培训评估报告是整个培

训评估的最后工作环节 ,同时也是影响培训评估结果的重

要环节。因此做评估报告时要用辩证的眼光来分析问题 ,

要在下结论之前确定真凭实据 ,要考虑到培训的短期效果

和长期影响及评估者本人存在的偏见。培训评估报告一般

由培训背景说明、培训概况说明、培训评估的实施说明、培

训评估信息的分析、培训评估结果与培训目标的比较、培训

项目计划是否调整或相关建议提出等几部分组成。

第七步 ,调整培训评估项目。在做好培训评估的同时 ,培

训管理者还应认识到培训评估的意义来自于它起到了承上启

下的作用 ,应针对评估中培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重新调整。

总之 ,为了有效应对新形势、新问题 ,我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部门需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培训质量。笔者

设计的这一“七步评估 ”模型 ,旨在引进科学规范的评估理

论 ,提高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民警的培训质量 ,借以有

效提高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民警的培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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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 utcom e A ssessm en t System for En try an Ex it O ff icer Tra in ing

SHEN Hui

Abstract: Entry and Exit adm inistration enforce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national civil service whose function is importan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Such adm inistration demands nice political, p rofessional, cultural and mental quality for entry and exit officers.

To meet the demands, one important solution is keep ing enhancing personnel training of entry and exit officers.

In recent years, police training departments in western countrie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imp ro2
ving training outcome by enhancing target assessment. This p rovides reference to Entry and Exit adm 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China’s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y.

Key words: training of entry and exit officers; training out come assessment; policema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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