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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

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已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６日经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八百九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九七年五月四日 人

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实现对司法警察的科学管理，提高

司法警察的素质，保障司法警察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 第三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务

是通过行使职权，预防、制止和惩治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犯

罪行为，维护审判秩序，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工作，上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工作。 第

五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清正廉洁，服从命令，严格执

法。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职权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责： （一）警卫

法庭，维护审判秩序； （二）值庭时负责传带证人、鉴定人

，传递证据材料； （三）送达法律文书； （四）执行传唤、

拘传、拘留； （五）提解、押送、看管被告人或者罪犯； （

六）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



； （七）执行死刑；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

八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法官的指令下履行职责。 第九条 人

民法院司法警察在履行职责时，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手段；根

据需要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警械；使用警械不能制止

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使用武器。 第十条 为保障审判场所的安全，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对进入审判场所的非依法履行职务人员，可以

进行安全检查；对不宜进入审判场所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的

人员，应当依法采取措施。 第十一条 为维护法院秩序，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应当遵照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的指令，对违反

法庭规则的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编制、建制，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第

十三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实行编队管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

司法警察局，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警察总队，中级人民法

院设立司法警察支队，基层人民法院设立司法警察大队。 第

十四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受所在人民法院院长的领导，接受

所在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部门的管理。 第十五

条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局的主要职责： （一）研究、起草

有关司法警察工作的条例、规定和办法； （二）研究、制定

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规划和措施； （三）指导、监督地方各

级亿法院司法警察的业务工作； （四）检查、监督司法警察

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 （五）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警

衔报批工作； （六）管理警督以上司法警察的警衔； （七）

组织司法警察的教育培训； （八）协调跨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重大警务活动； （九）管理司法警察的装备； （十）完

成院长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六条 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



队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落实司法警察工作的条例、规定

、办法； （二）研究、起草并组织实施司法警察管理的规章

制度和细则； （三）指导、监督下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业

务工作； （四）检查、监督司法警察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

； （五）管理警司以下司法警察的警衔； （六）组织司法警

察的教育培训； （七）协调辖区内跨地区的重大警务活动； 

（八）管理司法警察的装备； （九）完成院长交办的其他任

务。 第十七条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的主要职责： （一

）组织落实司法警察工作的条例、规定、办法； （二）组织

落实司法警察管理的规章制度和细则； （三）制定、实施司

法警察工作计划； （四）组织司法警察履行职责； （五）指

挥辖区内的警务工作； （六）组织司法警察的教育培训； （

七）管理司法警察的装备； （八）完成院长交办的其他任务

。 第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的主要职责： （一）

组织落实司法警察工作的条例、规定、办法； （二）组织落

实司法警察管理的规章制度和细则； （三）制定、实施司法

警察的工作计划； （四）组织司法警察履行职责； （五）组

织司法警察的教育培训； （六）管理司法警察的装备； （七

）完成院长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九条 担任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年满十八岁的公民； （二）拥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

良好的品行； （四）身体健康； （五）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

化程度； （六）自愿从事司法警察工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担任司法警察： （一）曾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

被开除公职的； （三）曾被国家机关辞退的。 第二十条 人民

法院录用司法警察，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公开考试，严格考



核，择优选用。 新录用的司法警察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

经考核合格的，正式任职并评定、授予相应警衔；不合格的

，取消录用资格。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级分类

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人民法院司

法警察依法实行警衔制度。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司法警察

的调配，应当征求本院司法警察部门的意见；司法警察部门

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应当报上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部门备案

。 第二十三条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性质、任务和特点，

从其他部门调任不同职务司法警察的最高年龄：办事员、科

员级不超过二十五周岁，科级不超过三十五周岁，副处级不

超过四十五周岁。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必须按照规

定着装，佩带警衔标志、臂章、警号，保持警容严整，举止

端庄。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执行职务时，必须携带警官证。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奖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警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警务

保障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

警械，由公安部统一监制，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公安部管理，

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

警衔标志、臂章、警号、警官证、制式服装、警械为司法警

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 第二十七条 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工作和训练所需经费应当得到保证，并列入本

院财务预算。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司法警察装备现

代化建设，有计划地改善司法警察工作必需的交通、通讯等

装备设施。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实行国家公务员工

资制度，并享受国家规定的警衔津贴和其他津贴、补贴以及

保险福利待遇。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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