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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属河北省公安厅，公办普通⾼

等学校，专科层次，学制三年。

建校以来，在省委、省政府以及各上级部⻔的关⼼⽀持

下，学院不断发展，为我省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培养

了⼤批优秀⼈才，为维护全省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院现设有治安管理、刑事侦查、交通管理、信息⽹络

安全监察、警察指挥与战术、经济犯罪侦查6个公安专业。

建有照相、法医、痕检、物证分析、⽂检、理化检验等实验

室，射击场、微机房、多媒体教室、电⼦阅览室、⼼理中⼼

等实训场所，并在全省公安机关建有多个实习、实训基地。

⼀直以来，学院⾯向公安⼯作实践需要，⽴⾜培养合格

公安应⽤型⼈才，把专业知识教育、⽂化知识教育、思想政

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律教育等要素细化到每个

教育教学环节当中，突出公安院校办学特⾊，强化内涵建

设，切实提⾼教育质量。拥有⼀⽀融省级⾦牌教官、省部级

优秀教师和公安部名师在内的，具有丰富公安教学、实践和



科研经验的师资队伍；有⼀批在警务训练、应急处突、反

恐、群众⼯作等领域知名度较⾼的专家团队。

⼀、毕业⽣基本情况

（⼀）毕业⽣规模及男⼥⽐例

我院2020届毕业⽣总计547名，均为专科层次。其中男

⽣465名，占毕业⽣总数的85.01%，⼥⽣82名，占毕业⽣总

数的14.99%。

（⼆）毕业⽣专业分布及⽣源结构

2020届547名毕业⽣分为六个专业，刑事侦查专业161

⼈，治安管理专业80⼈，交通管理专业79⼈，经济犯罪侦查

专业79⼈,�信息⽹络安全监察专业69⼈，警察指挥与战术专

业79⼈，均为河北省内⽣源，⽣源分布情况为：⽯家庄市

133⼈，唐⼭市25⼈，秦皇岛市12⼈，邯郸市37⼈，邢台市

73⼈，保定市82⼈，张家⼝市12⼈,�承德市20⼈，沧州市69

⼈，廊坊市10⼈，衡⽔市55⼈，定州市17⼈，⾟集市2⼈。

⼆、毕业⽣就业情况

（⼀）毕业⽣总体就业率

截⽌到2020年12⽉19⽇，547名2020届毕业⽣已就业⼈

数493⼈，就业⽅向主要为省内11个设区市、定州、⾟集等

103个县（区）公安机关和个别地⽅⾏政机关。其中公安机

关录⽤⼈⺠警察487⼈，参加省考和其他公开招聘录⽤7⼈，

就业⽐例占毕业⽣总数的90.12%�(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

外公安机关来冀招录⼯作暂未开展)。

（⼆）就业单位性质及分布情况

作为公安院校，培养⾼素质的公安专业⼈才是学校的⼈

才培养⽬标，提⾼⼈才培养质量为核⼼任务。毕业⽣就业录



警率(毕业⽣在公安机关就业的⽐例)是检验学校教育教学⽔

平、学⽣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2020届已就业的493名毕业

⽣主要集中在各地公安机关就业(具体⻅下表)，这既反映了

各级公安机关对我校毕业⽣的⼴泛认可，也体现了我校毕业

⽣对警察职业的强烈认同感。具体职位分布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职⼈数 所占⽐例

1 ⽯家庄市公安局各县区公安局 12 2.19%

2 唐⼭市公安局各县区公安局 44 8.04%

3 秦皇岛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39 7.13%

4 邯郸市公安局各县区公安局 63 11.52%

5 邢台市公安局各县区公安局 40 7.31%

6 保定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150 27.42%

7 张家⼝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20 3.66%

8 承德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54 9.87%

9 沧州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31 5.67%

10 廊坊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 6 1.10%

11 衡⽔市公安局各县区公安局 16 2.93%

12 ⾟集市公安局 5 0.91%

13 定州市公安局 7 1.28%

14 其他单位就业 6 1.1%

（三）分专业就业率

按照就业数据统计，493名已就业的毕业⽣中，刑事侦

查专业150⼈，治安管理专业73⼈，交通管理专业66⼈，经

济犯罪侦查专业67⼈,⽹络信息安全监察专业64⼈，警察指

挥与战术专业73⼈，分别占本专业毕业⼈数的93.16%、

91.25%、83.54%、84.81%、92.75%、92.41%。

（四）分性别就业率



2020届毕业⽣总⼈数为547名，男⽣465⼈，⼥⽣82

⼈，截⽌到2020年12⽉19⽇，465名男⽣就业⼈数为412

⼈，占毕业⽣总⼈数的75.31%，占就业总⼈数的83.57%，

占男⽣总⼈数的88.6%；82名⼥⽣就业⼈数为81⼈，占毕业

⽣总⼈数的14.81%，占就业总⼈数的16.4%，占⼥⽣总⼈数

的98.78%。

男⽣未就业⼈数53⼈，占毕业⽣总⼈数的9.69%，占男

⽣总⼈数的11.4%；⼥⽣未就业⼈数1⼈，占毕业⽣总⼈数的

0.18%，占男⽣总⼈数的0.12%。

（五）就业形式

493名已经就业的毕业⽣中，通过公开招考并正式录⽤

为国家公务员的毕业⽣为491⼈，以其他⽅式就业的2⼈。

（六）未就业情况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截⽌到2020年12⽉23⽇，我院2020届

毕业⽣有54⼈暂处在求职阶段，通过对未就业学⽣求职意愿

摸底调查，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毕业⽣⼊职公务员、⼈⺠警

察职位的意愿较为强烈。为了拓宽就业渠道，学院就业部⻔

积极与省内外多家安保公司、公安辅警⽤警单位进⾏联系，

但从摸底情况看，这些⽤⼈单位提供的⼯作岗位与学⽣的求

职预期⽬标有⼀定的差距。

四、学院促进就业⼯作的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

为切实做好毕业⽣就业（录警）⼯作，学院党委⾼度重

视，将就业⼯作列为“⼀把⼿”⼯程，成⽴了由党委书记任

组⻓的就业⼯作领导⼩组，并把毕业⽣就业⼯作列⼊学院年

度⼯作要点。为确保就业⼯作顺利⾼效，学院还制定了就业



⼯作⽅案，明确了分⼯、压实了责任，真正做到把学⽣就业

⼯作�“装在⼼上、扛在肩上、抓在⼿上”。

（⼆）抓住政策优势，确保就业质量

为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推进依法治国若⼲

问题重⼤决定》、《关于全⾯深化公安改⾰若⼲重⼤问题的

框架意⻅》和中央编办等国家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公安院

校公安专业⼈才招录培养制度改⾰的意⻅》。学院从培养适

应公安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才培养⼊⼿，对学校

办学定位、⼈才培养⽬标、招⽣和就业、组织领导和保障等

机制进⾏了明确。学院党委多次研究部署学⽣就业⼯作，把

积极推进政策落实落地、提⾼培养质量、做好考试辅导和就

业服务作为关键环节抓紧抓牢。在对接和落实《公安院校公

安专业⼈才招录培养制度改⾰的意⻅》上下功夫，积极协调

各上级领导部⻔，寻求政策⽅⾯的⽀持，确保毕业⽣就业

率。

（三）创新育⼈机制，培养专⻔⼈才

学院党委始终把加强校局合作作为提升学院教学⽔平、

提⾼⼈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采取了⼀系列措

施，使校局合作不断深⼊。先后与省内各地级市公安机关和

冀中公安局、省⾼速警察总队合作，建⽴了多个实训基地和

专业实验室，初步形成了“教、学、练、战”⼀体化模式，

实训教学⽔平⼤幅度提⾼。

（四）抓住重点环节，强化质量提升

按照2020届毕业⽣⼊警考试⼯作部署，学院精⼼谋划、

下⼤⼒⽓做好学⽣的考试辅导⼯作，专⻔设⽴了公共科⽬

《⾏政职业能⼒测试》5⼈辅导组、《申论》4⼈辅导组和专



业科⽬《公安业务技能》18⼈辅导组，在公安业务常规教学

和《⾏政职业能⼒测试》68课时、《申论》34课时的基础

上，考前⼜进⾏了《公安业务技能》80课时，《⾏政职业能

⼒测试》和《申论》各8课时的辅导。通过全体师⽣共同努

⼒，我院2020年⼈⺠警察录⽤考成绩在全国同类专科院校中

名列前茅。

（五）加强就业指导，提升服务质量

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学院就业指导部⻔紧紧围绕学⽣

就业⼯作，从就业信息、考试信息发布，就业指导，联考报

名和就业⼿续⽆缝对接等⽅⾯⼊⼿，切实做好各项就业⼯

作。为了拓宽就业渠道，学院还积极与多家⽤⼈单位联系，

为未能及时就业的学⽣提供岗位信息。

五、毕业⽣评价及反馈

����（⼀）毕业⽣评价

我院2018、2019届公安专业已就业毕业⽣绝⼤部分⼯

作在公安⼀线，为基层⼯作⼈员，更好的补充了基层警⼒，

为基层注⼊了鲜活⾎液。为了切实摸清楚毕业⽣⼯作现状，

我们通过电话沟通、实地调研等⽅式就毕业⽣对学校满意度

和对⼯作满意度等进⾏了解。

通过了解绝⼤多数学⽣认为学校的专业设置、专业实践

技能训练等设置“专业性强，符合社会需求，对本职业务⼯

作具有很强指导性。在⼯作满意度⽅⾯，除极少数毕业⽣对

⼯作职位略感不满外，其他毕业⽣均对⾃⼰的薪酬待遇、⼯

作对⼝感到满意。

（⼆）⽤⼈单位评价



通过我们对各市公安局、县区公安局以及省直相关部⻔

进⾏调研的情况来看（鉴于公安机关⼯作具有⼀定保密性的

特点，我们未通过三⽅机构对毕业⽣进⾏跟踪调研），各⽤

⼈单位对我校公安专业毕业⽣认可度、满意度较⾼。100%

的⽤⼈单位对我院毕业⽣表现均⽐较满意。近三分之⼆的单

位认为我院毕业⽣3个⽉内能适应岗位的需求，三分之⼀的

单位认为我院毕业⽣6个⽉内能适应岗位的需求。

通过调研了解，学院毕业⽣受到各⽤⼈单位认可主要体

现在以下⽅⾯。⼀是对党和公安事业有着绝对的忠诚度；⼆

是有较强的警务化素养；三是有较强的事业⼼、责任感；四

是理论知识结构完备，有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作能⼒；

五是能够做到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六是有着很强的纪

律性和⾃律性；七是具有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院学⽣警务化管理很好的培养了学

⽣的服从意识和不畏艰险的意识，这与基层公安⺠警所需的

基本素养实现相⼀致，同时也反映了我院专业开设和⼈才培

养⽬标与基层公安实战所需较为⼀致。

六、就业展望

公安院校教育作为公安⼯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公

安队伍建设的源头和基础，也是公安专业⼈才培养和输送的

摇篮。在今后的⼯作中，我院会继续以公安⼯作需求为导

向，以培养公安专业⼈才为根本⽬标。为适应公安队伍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求，进⼀步做好招⽣就业⼯作，

不断提升公安院校⼈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满⾜公安机关对公

安专业⼈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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