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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动起草到现在颁布施行，整整15年，
《武装警察法》来之不易，意义重大！”吴双战说。

目前，在国家现行法律中，虽然对武警部
队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也有规定，但比较零散，
缺乏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为落实依法治
国方略和依法治警的要求，很有必要把可以公
开的内部文件规定上升为国家意志，把零星的
法律条文变为系统的法律规范，使武警官兵执
行任务做到师出有名、处置有据，以体现国家
法制的统一、权威和尊严。

制定颁布《武装警察法》，是填补武警部队
立法空白、完善我国军事法规体系的重大突
破。吴双战说，武警部队作为国家的一支重要
武装力量和担负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理应有
一部法律作为支撑和保障。此外，制定宪兵、
内卫部队的专门法律，对其性质任务、权利义
务、领导指挥关系、遂行任务的保障和法律责

任作出明确规定，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如
俄罗斯有《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内卫部队法》，法
国有《法兰西共和国宪兵组织法》等。因此，制
定《武装警察法》不仅可以填补武警部队执行
安全保卫任务方面的立法空白，而且有助于完
善军事法规体系，与国际立法接轨。

吴双战说，制定颁布《武装警察法》，是更
好地规范和保障武警部队履行职责使命的迫
切需要。武警部队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近年来，
武警部队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任务越来越
重，用兵频率越来越高，情况处置难度越来越
大，这些都迫切要求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有
武警官兵说，没有法律保障比没有武器装备更
可怕。制定颁布《武装警察法》，明确武警部队
执行安全保卫任务的职责，赋予武警官兵执行
安全保卫任务的职权，非常必要。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的部署执行安全保卫任务，可以采取5
项措施：对进出警戒区域的人员、物品、交通工具
进行检查，对按照规定不允许进出的，予以阻止；
对强行进出的，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在武装
巡逻中，经现场指挥员同意，对有违法犯罪嫌疑

的人员当场进行盘问并查验其证件，对可疑物品
和交通工具进行检查。协助执行道路交通管制
或者现场管制。对聚众危害社会秩序或者执勤
目标安全的，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驱散。根
据执行任务的需要，向相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有关
情况或者在现场实施必要的侦察。

中国的武装警察到底有哪些权责？什么情况下可调用武警？武警车辆是否享有特
权？27日，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以下简称《武
装警察法》），首次对武装警察的任务、职责、义务和权利等，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和规范。

《武装警察法》颁布当日，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对这部
法律的颁布施行进行了深入解读。

从权利上看，《武装警察法》在军人权益、
行为保护等方面均给予武警官兵充分保障。
《武装警察法》明确规定，人民武装警察享有
现役军人的权益、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
律保护等。在经费物资待遇保障方面，明确
规定，武警部队执行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
务及相关建设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县级
以上地方财政予以保障；执勤目标单位及其
上级主管部门，应为执勤部队提供执勤设
施、生活设施等必要保障。在社会支持方

面，明确规定，武警部队执行安全保卫任
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
协助，而妨碍执行任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向武警部队通报有关社
会治安形势以及突发事件的情况；在特别紧
急情况下，可以临时使用有关单位或者个人
的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以及其他物
资等，为武警部队更好地履行职责义务提供
良好条件。

【意义重大】
“没有法律保障比没有武器装备更可怕”

在任务范围上，明确规定了8项安全保卫
任务：国家规定的警卫对象、目标和重大活动的
武装警卫；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设施、企
业、仓库、机场、水源地、水利工程、电力设施、通
信枢纽等重要部位的武装守卫；主要交通干线
重要位置的桥梁、隧道的武装守护；监狱和看守
所的外围武装警戒；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

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重点区域、
特殊时期的武装巡逻；协助公安机关、国家安全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
执行逮捕、追捕、押解、押运任务，协助其他有关
机关执行押运任务；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
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
会安全事件；国家赋予的其他安全保卫任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历史沿革

在兵力调动使用上，强调了坚持严格审
批、依法用警的原则，并明确规定任何组织
或个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调动、使用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确保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对武警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指挥，和地方
党委政府及其公安机关合理使用武警部队。

在具体行为规范上，对人民武装警察查
证、侦察、现场或交通管制、控制职权行使、

交通工具优先使用、优先通行、民用物资使
用、警械和武器使用等作了明确规定。

在用兵单位与执勤部队的业务关系上，
明确规定执勤目标单位对担负执勤任务的
人民武装警察进行执勤业务指导。

在领导体制上，明确规定武警部队由国
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实行统一领导与分级
指挥相结合的体制。

武警部队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其前身为人民边防武装
警察部队。新中国成立初

期，国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人民公安机
关及公安武装，以后其名称和领导体制几经
变化。1951年，中央军委曾决定将全国内卫
边防、地方公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公安部队，由中央军委管辖。1957年，中共中
央决定将“公安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公安部
队”。1958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
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
1963年，中共中央批准罗瑞卿所作的《关于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改名为公安部队问题的报
告》。改名后，其建制属公安部，由中央军委
和公安部双重领导。1979年7月31日，中共

中央批转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的报
告。其中指出，要把现行的义务兵役制与地
方职业民警制两种体制统一起来，一律实行
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体制，组成一支统一
的边防武装警察队伍。此后，人民边防武装警
察即按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进行建设。

1982年6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公
安部党组〈关于人民武装警察管理体制问题的
请示报告〉的通知》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
地方内卫任务及内卫值勤的部队移交公安部
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边防、消
防等警种统一起来，重新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后来根据形势需要，将交通、水电、黄金
三支基建部队一并编为武警系列）。1983年4
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在兵力在兵力
调动使用上，强调了坚持严格审批、依法用警调动使用上，强调了坚持严格审批、依法用警
的原则。的原则。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周甬周甬 图图

武警享有现役军人的权益

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
解读人民武装警察法

维护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迫切需要法律保障

《武装警察法》对依法从严治警提出了更
高要求。吴双战说，《武装警察法》的颁布施
行，本身就是贯彻依法从严治警方针的体
现。《武装警察法》在从严治警上提出了更高
的标准和要求，如在接受监督检查问题上，专
门作出规定：人民武装警察执行任务，应当接
受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监督；武警部队接到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或者接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人民武装警察违法行
为的通报后，应当及时查处。

同时，《武装警察法》还明确规定了人民武
装警察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不履行职责或
者违抗上级决定、命令的，违反规定使用警械、
武器的，非法搜查他人的人身、物品、交通工
具、住所、场所的，包庇、纵容违法犯罪行为人
的，泄露国家秘密、军事秘密的等行为，要求依
法给予纪律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从严治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