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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式下加强公安基层出入境管理机构建设管见
彭 芸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随着我国入世承认的逐步兑现 , 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日益加大 , 同时08奥运的临近等新形势的不断出现 , 对我国出入境管理不断提出新

的要求和新的挑战。面对这些形势 , 作为出入境业务的主要承担部门 , 我国基层出入境管理部门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因而必须在业务、干警素质等方

面加强加建设 , 以应对新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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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大 , 特别实入世后我国对

外开放开放的步伐加大 , 我国对于出入境的限制也放宽 , 公民因私出入境

日益增多 , 特别是08奥运的即将举办 , 更是为我国出入境管理工作提出新

的要求。我面对这些新的形势 , 我国基层出入境管理机构显得相对薄弱。

一、加强基层出入境管理建设的必要性
( 一) 出入境管理机构是代表国家对进出国境的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

进行管理的一种日常行政管理活动 , 其是在国际交往中的第一道屏障 , 对

于维护国家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深入 , 对于公民因私出境

人数剧增。特别是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 出境旅游、求学、劳务 ; 境外人

员入境旅游、探亲等业务剧增 , 我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实行“两级机构、三级

管理”的模式 , 大量的业务落到基层出入境管理机构 , 这就对我国基层的

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二) 随着入世和北京奥运 , 我国出入境的相关法律法规变化较大 , 不

断的有相关规章和单行条例 , 使得我国出入境管理法规比较庞杂 , 基层出

入境部门必须加强管理和建设以面对新的法律法规。

( 三) 我国社会的发展使得目前我国出入境的业务结构发生较大的变

化 , 由以前因公出境为主到目前因私出境和旅游出境等业务为主 , 要求我

们基层出入境管理机构转变观念 , 以适应新的形势。

二、目前我国基层出入境管理存在的问题
( 一) 基层出入境管理部门队伍观念的落后性

我国目前出入境管理业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公安部公布我国出入

境人数统计: 今年上半年, 全国各口岸出入境人员共1000多万人次, 内地居

民 前 往 人 数 最 多 的 是 中 国 香 港 、 中 国 澳 门 和 泰 国 ,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3.78%; 在外籍人员入境的600多万人次当中 , 居前3位的国家分别是日

本、韩国和俄罗斯 , 比去年同期增长15.97%;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张希钦16

日在“第二届四川省冬季旅游发展大会”上透露 , 2006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

可望突破1.24亿人次 , 同比增长3.4%。张希钦说 , 2006年中国入境旅游的

港、澳、台游客人数将接近9000万至1亿人次 , 而外国游客人数则有望超过

2000万人次。这些表面我国目前基层出入境管理业务主要以旅游等为主,

而目前许多基层出入境管理部门信息滞后 , 工作重点没有随之发生转型。

( 二) 基层出入境管理部门 , 情报信息滞后

目前基层出入境管理没有建立有效的情报联系系统 , 对于出入境人

员的信息掌握确失。一方面影响了对于出境公民对出境手续的办理 , 另一

方面也对于入境人员管理上产生了漏洞。特别使我国目前的管理模式使

得我国出入境管理信息流通不畅 , 许多相关政策在地方得不到落实。

( 三) 基层出入境管理人员素质不齐

因为出入境管理部门在以前业务量小 , 而且工作缺乏稳定性和持续

性 , 因而许多基层出入境管理部门人员相对缺乏 , 素质不高 , 缺乏相应的

专业知识 , 面对日益加大的业务量表现出不足。

( 四) 基层出入境管理人员对于本质工作认识不够 , 缺乏职业责任感

和认同感 , 不能够依法行政。使得在实际工作中服务意识淡薄 , 对于出入

境人员的管理相对混乱 , 使出入境违法犯罪活动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查处

的打击。

三、针对当前形势的应对策略
( 一) 完善出入境管理的立法活动 ,

国家应当组织专门力量对于出入境的相关法规进行清理。对于与现

行出入境形势不相适应的犯规废除 , 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 , 以应对目前的

国际交往 , 使我国出入境不至于处于被动地位 , 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其

次加强出入境管理规范的可操作性 , 使得基层出入境管理部门能够依法

行政。

( 二) 转变观念

针对目前出入境管理业务的变化 , 一方面加强基层出入境管理业务

的认识与学习 , 尽快熟悉新的业务形势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 加强对于出入

境人员的管理 , 特别是对于短期入境居住人员的登记管理 , 保障国家安

全。

( 三) 完善出入境信息情报机制

一方面要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 , 构建情报信息网以达到对于出入境

人员信息的了解 , 特别使对于入境人员活动情况的了解。另一方面要利用

现代化的技术来武装出入境管理部门 , 科技强警 , 有力的加强对于出入境

管理。

( 四) 提高出入境管理人员素质

( 1) 加强思想意识的培训 , 增强出入境管理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

责任感。针对目前出入境管理业务要提高干警的责任感 , 依法行政 , 切实

维护国家的利益。

( 2) 提高干警业务素质 , 一方面进行岗前岗后的培训 , 科技强警 , 努力

提高在职人员业务能力。培训要具有超前性 , 要改变缺什么补什么的模

式 , 摆脱目前的被动形势。另一方面要完善出入境管理部门的用人机制 ,

尽量使出入境管理人员专业化。

( 3) 完善激励机制出入境管理部门业务量大 , 工作比较单一 , 因而容

易许多干警缺乏危机意识。许多干警不加强业务知识的提高 , 在工作中缺

乏激情。在出入境管理中建立激励机制 , 应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 第一 , 确

立有吸引力的组织目标。目标的吸引力主要指能激发民警的动力 , 目标

要针对全体民警 , 具有全面性、可行性。通过设置带有普遍性的目标 , 激

发全体民警形成和组织一致的行为动机 , 从而把组织需要内化为民警的

个人需要 , 组织目标变为民警自觉自愿追求的目标。第二 , 为民警创造

良好的组织、社会、家庭环境 , 以提高民警的工作信心和能力。通过建立

经常性的激励机制 , 使民警时刻 感到组 织、社 会、自 己 , 从 而努力 工作 。

第三 , 对民警工作成绩予以准确、及时、公正的报偿。特别是各方面基础

较差的民警 , 对其好的表现要及时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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