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公安情报搜集的基本概念，了解情报搜集

的主体，方式和主要途径，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公安情报搜集的基本原则。我

们都知道，原则即是底线，我们上节课刚给大家强调了底线思维，我们今天一

起来了解在公安情报搜集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底线。第一是合法性原则，遵守

法制是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更是情报工作者的最基本要求。在公安工作中，

搜集的相关信息很多时候要作为证据使用，所以更进一步要求我们平时的情报

搜集工作过程中要注意主体上、程序上、方法上都必须合法。禁止扩大搜集的

对象和内容，侵犯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使用特殊方法搜集时必须履行必要的

法律手续。在实际的侦查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侦查员为了达到个人的非

法目的，在调取嫌疑人通讯记录时，私自将非涉案对象的通讯号码夹杂在调取

文书中一并调取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就是典型的扩大搜集对象，侵犯

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行为。 

     作为新时代的预备警官，将来的人民警察，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过程

中要牢记自己的使用有担当，积极作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责任心对待

自己的工作。发现情报要即时的搜集，及时的整理加工，及时的传递应用。因

为情报信息本身具有时效性和老化性的特点，一旦因为责任心不强，很容易造

成情报信息的灭失，关键证据的缺失。比如说涉案的视频监控资料，视频监控

的存储器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及时的将存储器中存储的涉案视频调取的

话，很容易被覆盖，一旦视频被覆盖，则无法获取该项证据，甚至造成侦查僵

局和冤假错案的 出现。 

    第三点是真实可靠原则，情报信息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情报

信息系统中采集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从情报信息系统运行的机制来看，大家以



后所在的科所队是情报信息采集的主力，所以要求大家在采集相关信息时，要

真实可靠，不能够因为完成任务而将不确定，不真实的信息采集导入到情报信

息系统中来。以前有个分局的民警在案例侦办过程中抓获了一个嫌疑人，在录

入嫌疑人信息时，由于嫌疑人没有手机，所以。 

   因为公安情报具有社会性的特点，所以信息的来源广泛，人员信息、案件信

息、社会信息、物品信息、轨迹信息等种类繁多，所以必须在广度和深度上下

功夫，既要尽可能将搜集对象的人、案等信息搜集齐全还要把每一个项目中的

内容不遗漏的搜集齐全，做到每一项内容都真实可靠。在我们后面学习的情报

搜集的对象与内容这一知识点中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公安情报需要搜集

哪些类型的信息，每一种类型的信息分别是什么。 

   新颖遇见原则是对我们侦查员提出的基本要求。公安机关服务社会，关系面

广，涉及到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新兴事物层出不穷，给公安机关的管理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所以每一个民警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及时发现及时总结查找新

事物发展的内在因素，为大家服务，因为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不可能经历接

触所有的新兴事物。例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刚刚出现时，很多民警被打了个措

手不及，遇到这类案件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展情报信息

的研判。 

    从警种和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的管辖范围来看，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刑事侦

查和行政管理两大职能，前者由刑侦、国保等部门承担，后者由治安、户籍等

部门承担。所以各业务部门根据业务的管辖范围和级别管辖范围承担相应的情

报信息搜集任务。从信息采集的个人角度来看，个人经办采集的所有信息都要

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要做到每一个信息均可溯源，为以后的考核奖励以及惩处



提供依据。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数字证书，这就是我们在情报信息系统中

数字身份证，每一次的信息查询和录入都需要使用到数字证书，所以我们大家

一定要注意信息安全的保护，加强保密意识，不要擅自将个人的数字证书随意

借给他人查阅和使用，我们以前有些正式干警因为保密意识不强，将自己的数

字证书随意借给协警使用，协警在使用过程中非法查询获取大量信息进行出售

非法获利的案例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