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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历框架在香港警务培训中的应用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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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历框架对于实现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促进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有效互通和

衔接具有重要意义。引入资历框架后的香港警察培训工作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培

训专业性，提升课程质量，推动国际警务培训合作，促进了警员终身学习的发展等。借鉴

香港经验，提出了建设多元机构参与警务资历框架、立法支持警务资历框架运行、构建基

于学习成果的警务资历框架、推动警务资历框架国际对接等四项举措建议，以期构建全新

的内地民警培训模式，不断提高警务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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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队伍建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根本和保

证，而加强民警的在职培训是推进队伍建设的重

要途径
[1]
。香港警察队伍高度的职业化和专业

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卓越高效的教育训练工

作
[2]
。香港警察部门将资历框架纳入其培训工作

中，构筑了一种全新的培训模式，有效提升了警

队的战斗力和专业化水平，香港警队的成功经验

对于我国内地警务培训的改革发展具有一定的

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资历框架的内涵及价值 

对于资历框架概念的界定，国内学者大多以

国 际经济合 作组织的 观点为准 。资历框 架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QF）是根据知识、

技能和能力的要求，构建成一个连续的、可被认

可的资历阶梯，它能够表明资历的不同级别和不

同资历的可比性
[3]
，因此同时具备了兼容教育领

域和职业领域人才的使用标准的特点
[4]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非等近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了资历

框架，它们的政府教育部门联合不同的利益群体

（非政府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等）共同制定、

反映不同专业学科学习成果的等级和通用标准

体系，建立起各个层级和各行各业教育系统以及

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相互衔接的认证制度
[5]
，不

仅使优质劳动力资源与高端人才实现了国际化

流动，也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注入了

巨大动力
[6]
。 

从资历框架的内涵进行延伸可得知，它是一

个横向分类（包括了不同的学科类型和专业领

域）与纵向分级（包括了资历和资历等级，覆盖

各级各类资格）的资历等级系统
[7]
。从全球的情

况来看，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欧盟都以国家

法律、教育理事会或民间私立教育基金会等政治

和社会力量来促进教育培训的衔接整合，涵盖了

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高等教育以及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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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建立起互通互联的通道从而形成终身教育

体系。行业、协会与商会代表又能够在资历框架

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各行各业的培训咨询委员会，

开展一系列以资历框架通用指标为基础的行业

能力开发工作
[8]
。 

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球化背景下，资

历框架的独特价值性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

面，资历框架是提升教育质量的最佳路径
[9]
。澳

大利亚和南非等地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成效为本

教育理念，减少了学习者重复无效的学习，提高

了学习效率和学习途径的多样选择性
[10]

；美国的

资历框架具有明确的学习领域指标描述符概念

和涵盖非学分和非学位证书的组织结构，能够同

时确保学习质量保障和成果认证，更凸显了本土

特色
[11]

。另一方面，资历框架打通了正式与非正

式教育的壁垒，提高不同领域和层次的资历认可

灵活度，实现更大范围内人才输出与劳动力输入

的自由。德国国家资历框架为各类教育资格设定

了统一标准和框架，不仅确保职业教育地位的优

先性，还为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发展与职业学历

资格证书的衔接提供了可参照的平台，从整体上

保证了教育体系的发展，也为劳动力市场需求和

教育培养目标相结合，提高了培养质量和使用效

度
[12]

；同样，美国资历框架也具有评估学习成果、

认证跨机构跨资历学习成果的功能，能帮助学生

的学习生涯往更高效的方向发展，知识技能学习

更契合现实需要，从而为美国各州的社会、经济、

教育行业提供合理的发展路径。 

二、香港资历架构的发展历程 

为解决劳动力市场以及不同教育体系资历

认证不统一等问题，有效提高从业人员技能和人

才竞争力，2008 年香港特区政府建立并推行了

香港资历架构体系（资历框架在我国香港地区称

为资历架构）。香港资历架构一共分为七个等级，

每项资历均按照一套《资历级别通用指标》明确

该资历的级别，表明所应达致的成效标准。《资

历级别通用指标》具体规定了每一级别的能力要

求，设定为四个范畴，分别为知识及智力技能；

过程；应用能力、自主性及问责性；沟通能力、

运用信息科技及运算能力。另外资历架构的资历

学分也直观反映了学习者取得资历的学习量，在

香港资历架构下，一个资历学分相当于 10 个学

时，而学时涵盖一般学员通过各种模式学习所需

的时间，包括上课、网上学习、实习、自修、考

试等时数。 

早在 2010 年，香港警务处的警察搜查及场

地保安文凭课程就已经通过了香港学术及职业

资历评审局评审，取得资历架构第三级认证，使

香港警务处成为首个开办资历架构认可课程的

政府部门。2013 年 4 月，香港警察学院成立筹

备工作小组，就学习警员、见习督察的基础训练

课程向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申请职业资

历评审，这两项基础训练课程也最终分别获得认

可，成为香港资历架构中的第四级别（高级文凭

及副学士学位）与第五级别（学士学位级别）。

2016 年，香港警察学院再创佳绩，为六项刑事

调查训练课程取得资历认证，当中有三项包含在

职学习元素。2017 年，香港警察学院与加拿大

警察学院合办的国际警务行政人员发展证书课

程取得资历架构第六级（与硕士学位相同级别）

认证，成为香港推行资历架构以来首项获得认证

的网上学习课程。2018 年香港警察学院的基础

训练课程接受复审，评审小组对香港警察学院稳

健而全面的质量保证机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19 年，香港警察学院努力争取由香港学术及

职业资历评审局授予的学科范围评审资格，由国

际认证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小组对香港警察学

院进行了严格的评核和面试。2020 年 1 月起香

港警察学院获得学科范围评审资格，成为职业专

才教育界首个获该资格的非大专院校教育机构

和政府部门。香港警察学院在取得此资格后，可

在“执法及保安”学科范围开办获资历架构认可

达第五级的学习课程。 

三、资历框架下香港警务培训的特色 

作为香港警察的重要培训场所，香港警察学

院不断精益求精，参考海外警察培训机构及本地

各类院校的培训管理模式，定期更新和持续改善

所开办的训练课程。坚持以实务需要为基础，充

实课程内容，完善教学模式，提升训练水平及课

程质量，以达到提升学习成效的目标。经过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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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和努力，警队在将资历框架引入警察培训

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香港警察学院自引

入资历认可的新训练课程后，警队的专业形象得

以迅速提升。在培训成果的社会认可，培训课程

的质量保证，学员终身学习发展等各方面，资历

架构认证的课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资历框架引入培训，体现培训专业性 

目前，香港警务处已有多门获得资历架构认

可的课程（表 1），涵盖了入职培训、在职培训

和面向公众的警务课程。 

 

表 1  香港警务处获得资历架构认可的课程 

资历名称 级别 级别等同 学分 登记开始日期 营办者 

行为辨识证书 3 中七/中学文凭 4 2014.01.01 
警察搜查队（香港警务处行

动部重点及搜查组） 

警察搜查及场地保安文凭 3 中七/中学文凭 62 2010.03.01 
警察搜查队（香港警务处行

动部重点及搜查组） 

警务知识证书 3 中七/中学文凭 24 2019.07.01 
警察公共关系科 

（社区关系） 

商业罪案调查（调查人员）证书 3 中七/中学文凭 6 2019.08.15 
训练及支援组（香港警务处

刑事部，商业罪案调查科）

商业罪案调查（督导人员） 

专业证书 
4 副学士、高级文凭 6 2019.08.15 

训练及支援组（香港警务处

刑事部，商业罪案调查科）

国际警务行政人员发展证书课程 6 硕士  2018.01.01 香港警察学院 

警务领导及管理专业文凭 5 学士学位 237 2014.08.04 香港警察学院 

警务领导及管理（刑事调查） 

高等文凭 
5 学士学位 100 2016.01.15 香港警察学院 

标准刑事调查（领导及管理） 

专业证书 
5 学士学位 49 2016.01.15 香港警察学院 

警务督导管理（刑事调查） 

高等文凭 
4 副学士、高级文凭 100 2016.01.15 香港警察学院 

警务（刑事调查）高等文凭 4 副学士、高级文凭 100 2016.01.15 香港警察学院 

警务专业文凭 4 副学士、高级文凭 184 2014.07.21 香港警察学院 

标准刑事调查专业证书 4 副学士、高级文凭 49 2016.01.15 香港警察学院 

标准刑事调查（督导管理） 

专业证书 
4 副学士、高级文凭 49 2016.01.15 香港警察学院 

警务督导管理专业证书 4 副学士、高级文凭 42 2020.01.10 香港警察学院 

步操教官训练专业证书课程 4 副学士、高级文凭 15 2020.11.16 香港警察学院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资历名册网站 https://www.hkqr.gov.hk/搜索整理制作。 

 

在资历架构下的入职培训课程面向见习督

察和学警两种对象开设，见习督察经过 36 星期

的培训，获颁的警务领导及管理专业文凭，相等

于学术评审的学士学位；而学警经过 27 星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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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课程，获颁的警务专业文凭，则相等于学术

评审的副学士及高级文凭。在职培训课程也有多

门课程获得资历架构认证，香港警察学院首届获

资历架构认可的标准刑事调查课程于 2016 年 2

月 21 日正式开课，学员于 4 月毕业，督察级毕

业学员可获颁资历架构第五级别的专业证书，警

长和警员则会获颁发第四级别的专业证书。之后

学员在刑事单位成功完成在职学习，督察级人员

将会进一步获颁资历架构第五级别的高等文凭，

警长和警员则可获颁第四级别的高等文凭。面向

公众的警务课程则是香港警务培训课程的特色

所在，由警察公共关系科（社区关系课）开办的

警务知识证书课程已成功通过香港学术及职业

资历评审局（评审局）的课程评审，并于 2019

年 1 月获评定为资历架构第三级课程。警务知识

证书课程是针对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少年警讯

深资领袖而制定的兼读制课程，课程为期十四个

月，是首个正规教育课程以外，专为青少年开办

并获职业资历认可的训练课程。这也是首个由警

务处营办，并面向非警务人员和非纪律部队人员

开放报读的警务课程。课程共有六个单元，包括

青少年发展与公民教育、警务工作与社区警政、

刑事司法制度及法例、刑事及交通罪行、青少年

领导才能训练和体能发展训练。 

引入资历认可的新训练课程对于提升香港

警察队伍的专业形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

上，培训社会认可度的提升也有助于警察队伍的

招募工作。自 2014 年起，香港警察学院多个课

程获得资历认证，香港警队招募组同时加强宣传

力度。例如侦缉训练课程于 2016 年 1 月获资历

架构认可后，随后的警察招募日就有超过 2300

人递交投考申请，创下最多人投考纪录，整体的

招考工作结果令人鼓舞。通过资历框架，社会公

众可以更清楚地辨识警察培训项目的社会功能

成效，更准确地对警察培训进行社会水平定位。 

（二）借力资历评审，不断提升课程质量 

警务培训的水平及专业性，对于培养一流警

察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资历架构详细订明

了各个资历级别的通用能力指标，香港大部份具

有一定规模的培训机构均以资历架构为标准。资

历框架不仅具有引导和规范教育行为的功能，同

时也具有监控教育行为和教育质量的功能
[7]
。 

为确保在资历架构下由各教育及培训机构

所颁发的资历都具备公信力，香港设立了学术及

职业资历评审机制，以确保这些资历的质量。所

有参加资历评审的院校课程都需要通过资历框

架下的质量保证机制，才可纳入资历框架。这犹

如一道关卡，保证了通过资历认证课程的质量。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了能够使参评课程通过

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的评审，相关院校都需要

建立与资历框架要求相适应的质量保障体系，在

课程质量上下功夫，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不

断提高教学的成效，通过资历架构，可以将教育

培训直接与资历培养形成的效率和效能挂钩，引

入了用人单位和市场等第三方的监督机制，就可

以有效地监控和提高教育质量
[13]

。香港警察学院

虽然已设立了一套完善的质量保证机制，但每次

课程评审的过程都犹如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让香港警察学院可以仔细审视质量保证机制的

实施情况，深入探讨课程可优化及改善的地方，

同时与香港其他高等院校及培训机构的水平看

齐，持续优化训练课程，进而达到精益求精。随

着一线警务执法部门和教育管理部门的介入，香

港警察学院课程的教学质量将得到有效提高，卓

有成效的培训成果也进一步推动警察招募工作，

吸引更多人才加入警队，为市民服务。 

（三）依托资历衔接，推动警务培训合作 

当前国际警务合作对于各国警务政策沟通、

机制联通、信息共享、资源共建，密切人员往来

和情感相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香港警察学

院也一直注重与海外警察院校的沟通交流合作，

尤其在资历框架的背景下实现了有效的合作。

2012 年香港警察学院和加拿大警察学院联合开

办了国际警务行政人员发展证书课程，旨在加强

学员的应变能力，协助学员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

和政治环境，并通过讨论不同的警政案例，让学

员提升专业能力以应付执法机构面对的挑战，拓

阔国际视野。授课内容为警务管理人员而设，实

践与理论并重，课程每两年开办一次，为期十三

个月，当中包括三个网上学习阶段和两个面授课

程阶段。课程认证的筹备工作自 2016 年 1 月开

始，历时一年。两所院校紧密合作，共同拟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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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课程文件以供评审，并为评审小组安排了

专业的实地视察，使课程成功获得认证。课程于

2017 年 12 月获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认可

为香港资历架构第六级课程（与硕士学位相同级

别），开创了香港资历认证的三项纪录：警队成

为首个获认可开办资历架构第六级课程的政府

部门；课程成为首个成功通过评审的网上学习课

程；以及首个由本地与海外政府部门合作获资历

认证的课程。由于香港警察学院在资历认证、专

业课程设计与施教，以及质量保证方面的卓越表

现，国际刑警组织于 2017 年两度邀请学院派出

代表组成专家小组，到法国和新加坡为当地举办

的国际训练课程作实地资历评审，充分彰显了香

港警察学院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丰硕成果，也加强

了警务机构之间的培训合作。 

（四）承认非常规学习成果，促进警员终身

学习的发展 

现代终身教育理念指出，人接受的教育既有

常规正式的培训和学习，也有非常规正式的形

式，例如长期工作生活积累的成果。常规的学习

培训成果能够通过传统的学历进行衡量，但非常

规非正式的学习成果相对难以得到社会认可。香

港警察学院竭力为警员提供学习机会，锐意支持

警务人员持续进修和终身学习。香港警务专业培

训课程获资历架构认可，通过资历框架的等级

“映射”，可以把学习成果与社会其他培训形式

实现价值等价，使警务人员的专业资历更具认可

性。根据现阶段的学分衔接安排，学警训练课程

的毕业生若报读香港公开大学的执法及保安管

理学位课程，可获学分转移豁免；香港警察学院

于 2013 年与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签订为期五

年的备忘录，使见习督察课程可衔接该大学的警

察领导与管理硕士课程，并获得学分豁免。2018

年 7 月两地院校再次签订新的备忘录，多个香港

警察学院课程可衔接至查尔斯特大学的七个硕

士课程，分别涵盖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

集、情报分析、危急管理、诈骗及财富罪行、调

查、领导及管理（警政及保安）和恐怖主义及保

安研习。除此以外，香港警察学院还与英国剑桥

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和香港

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达成学分豁免协议。 

可以看出，认可的专业资历有助于警员规划

个人事业发展，并提供更多途径让警员持续进

修，鼓励其获取更高资历。资历架构的培训课程

直接促进警员终身学习，并配合知识型社会的发

展，建立学习型机构的文化，推动警队知识管理

的发展。 

四、香港警务培训对我国内地警察教

育培训的启示 

资历框架在香港警务培训的成功应用，进一

步巩固了香港警察学院成为世界卓越领先警察

培训中心的地位，也为警队输送了大量优秀的警

务人才，其中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给予我们诸

多启示。 

（一）多元机构参与警务资历框架建设 

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创新性体制机制改革，

资历框架的建设涉及到框架标准的统一、学分互

认及转换制度的完善，因此并非个体行为就能完

成，需要多部门协同。香港资历框架由香港教育

局统筹，负责制订资历架构的政策、策略及发展

方向。为了更好开展工作，香港教育局成立了专

门的机构—资历框架秘书处，专门负责协助教

育局宣传及推行资历架构，强化本土和国际资历

架构的衔接。落实推行资历架构过程中，各行业

也先后成立了相关的咨询委员会，通过多方参与

共同推动资历架构，警务处在评审过程中也积极

参与其中。 

将资历框架引入警务培训中，首先需要相关

部门支持成立建设工作小组。作为掌握公安人才

培养标准的部门，公安机关和相关协会需要扮演

主要负责人的角色，公安院校和各培训基地作为

教育实施的主体，需要结合自身教育培训经验，

发挥主体作用。另外，接受培训的学员也应该作

为利益相关体的重要方面进入建设工作小组。多

方共同参与，从而确保框架建设的顺利开展。 

（二）立法支持警务资历框架运行 

行业资历框架运行的前提是其合法性得到

承认，而香港资历架构的一个亮点就是立法支

持，香港立法会于 2007 年颁布《学术及职业资

历评审条例》（第 592 章），为教育局设立资历架

构及其相关质素保证机制提供了法律框架。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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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8 年 5 月 5 日全面生效，资历架构同时正

式推行。《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条例》包括了导

言、资历架构及资历名册、上诉委员会、罪行及

强制执行、杂项以及相关修订说明等 7 部分，该

条例的“第 592 章”进一步巩固了资历架构的法

律地位，为资历架构顺利推行提供了立法支持。 

香港地区资历架构政策对内地建设适用于

警务培训的资历框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立法

支持是确保资历框架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有了

法律上的支持，才能实现政府部门对资历框架的

统筹，从而推动政府、高校、培训机构、行业组

织等多元主体的通力合作。适应于警务培训资历

框架的建立离不开相应的法律保障，可以尝试把

资历框架相关内容添加进继续教育的有关条例

或者规定中，或者联合多部门制定资历框架相关

条款，明确资历框架的管理部门及职责，建立评

估监督机制。 

（三）构建基于学习成果的警务资历框架 

香港资历架构是一个七级的资历框架，每项

资历均按照一套《资历级别通用指标》，去厘定

该资历的级别，表明所应达致的成效标准。香港

地区把成效标准解读为“知识及智能”“过程”

“自主性及问责性”“沟通、资讯及通讯科技及

运算”四个范畴，体现了社会对劳动者在这四个

方面的重视。纳入资历框架的香港警察培训课程

也正是基于这四个范畴进行开发设计，从而保证

了培训成果可以与教育学历证书相比对融通。 

借鉴香港经验，我国内地警察教育领域有必

要确立统一的警务培训资历框架。第一，开展广

泛行业调研，明确公安工作发展前景和人才需

求，为制定资历标准奠定基础；第二，梳理公安

工作相关活动并使用专用职业术语进行描述，确

保资历框架能够涵盖警务领域所有工作；第三，

对“学习成果”的内涵进行符合国情的阐释，在

国际通行的“知识、技能、能力”三维基础上根

据警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增加其他维度；第四，制

定统一的学习成果认定标准，确定行业资格框架

的等级数量和使用描述符（如知识、技能和能力）

确定等级指标，明确每个等级资格的具体要求，

同时制定衔接标准，确定不同资格等级相互间的

转换对应关系，横向上实现高等教育与任职培训

之间衔接，纵向上实现资格等级晋升的衔接。 

（四）推动警务资历框架区域对接 

资历框架在香港纪律部队培训工作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资历框架的对接则是各类

资历证书互认的基础，目前广东省在这方面已经

具备了一定的条件。2017 年广东省发布《广东

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该标准由广东开

放大学牵头，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和若干高等院校

以及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等单位共同

完成，成为国内第一个地方资历框架标准。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研讨会则对粤港澳资

历框架的衔接问题进行了探索，广东省教育厅和

香港教育局签订《粤港资历框架合作意向书》，

以期实现各类教育与培训学分互认机制。可以

说，粤港两地的区域性资历框架衔接已拥有一定

的基础，经过几年发展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基于此，我国内地警察培训可以广东省为试

点，以《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为母

标准，广泛调研，加强与香港警务培训部门的沟

通，尝试建立对接机制，成立专家组和顾问团队

进行详细论证，对培训课程的开发设计上进行规

范，以学分作为学习者是否达到学习成果的主要

认证标志。同时借助区块链技术，对警员过往培

训经历、培训学分进行存储，实现学分透明化公

开化，两地警务培训部门都可以在区块链中查询

到警员相应的培训信息，从而在粤港资历框架合

作的基础之上，实现与香港警务培训成果的互

认，由此推动内地和香港警察培训的互联互通、

合作共赢。 

五、结  语 

香港警队始终致力于提升训练水平，通过不

断优化培训体系培养专业化警务人才，在将资历

架构应用于人力发展方面一直拥有杰出的表现，

也成功实现了与本地和海外的大专院校达成学

分互认，推动警员持续进修和终身学习。借鉴香

港警务处的培训经验，将资历框架引入我国内地

警务培训工作，对实现警务培训成果的社会认

证，提高警察队伍的素质，提升民警培训质量，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通过改革警务培训模式，

进一步提升警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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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in Hong Kong 
Police Training 

XU Jia-feng, WANG Zhe-lin 
(School of Immigration Management, 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3,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alizing the accreditation of 
various learning outcomes and promoting effective interoperability and articu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the police training in Hong 
Kong has very distinctive feature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raining, the 
improvement of curriculum quality,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ce training co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for police officers. Drawing on Hong Kong’s experience, four initiatives 
are proposed, such as building a pluralistic institu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c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legislating to support the operation of the polic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building a polic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learning outcomes;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interface of the polic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a new training model for the mainland civilian polic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lice training. 

Key Words: Hong Kong; police department; training;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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