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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D_AE_E7_9B_98_E9_c24_458647.htm 一、行使时间：留置

是当场盘问、检查的继续,留置权的行使(或称留置措施的使

用)必须是在盘问、检查之后； 二、行使目的：查证或者排除

被留置人员的违法犯罪嫌疑,以确定是否予以刑事、行政(治

安)立案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注意）因此,留置只能在立案前

使用。立案后,就应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违法犯罪嫌疑人

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此时再使用留置于法无据。 三、留置的

性质,公安部法制局1999年1月18日在对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对

留置能否进行行政复议的请示的答复〉中明确指出"留置盘问

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四、留置的适用对象

，概言之"一个前提,四种条件"。"一个前提"即公安机关的人民

警察在执行追捕逃犯、侦查案件、巡逻执勤、维护公共场所

治安秩序、现场调查等职务活动中,对现场发现的形迹可疑、

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人民警察证件并当场盘问、检

查后,仍不能排除嫌疑的,才能适用留置。 "四种条件"具体指: 1

、经当场盘问、检查后,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员.（注意）要有指控的"证据"； 2、经当场盘问、检查后,有

现场作案嫌疑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注意）是指被盘问人作

案后未及逃跑或者目击证人指认其有作案嫌疑或者其他证据

表明有作案嫌疑的等情况； 3、经当场盘问、检查后,有作案

嫌疑身份不明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注意）是指被盘问人不

交代真实姓名、地址或者携带的证件无法查证属实,不能排除

作案嫌疑的； 4、经当场盘问、检查后,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



赃物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注意）"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

物"主要表现为被盘问人对物品的来源、特征、用途、价值等

不了解或者物品、衣着与其身份严重不符或者物品中发现有

其他可疑情况的； 五、留置的程序 依据：《人民警察法》

第9条、《解释》第1条及《公安机关实施留置措施备案规定

》 亮明身份→出示证件→当场盘问、检查（对女性嫌疑对象

人身进行检查时,应该由女警察执行）→符合留置条件的对象

带至公安机关，并办理留置手续→报同级公安机关督察部门

备案→仍不能排除嫌疑，填写《延长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

》,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延长至48小时。 注意事项： 

《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须报派出所所长及以上的公安机

关负责人批准。 《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的填写要注意： 1

、(继续)盘问理由要写明被盘问人具有嫌疑的具体情况,包括

发现时间、地点、盘问检查经过等,。 2、"起止时间"的开始时

间应当是被盘问人带至公安机关的时问,停止时间应当是被盘

问人被释放时间或者法定的24小时届满时间,且都要具体到时

、分。 3、"通知家属或者单位方式及情况"应当写明采取的通

知方式及被通知人的姓名；如果是电话通知的,应当有电话通

话记录.如果是书面通知的(比如制式的通知被留置人员家属或

者单位通知书),应当有交邮的凭证。这里要注意,依据《民事

诉讼法》的理论,"亲属"应指近亲属。"单位"可以是被盘问人的

工作单位,也可以是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

。 4、"备注"中应当写明可能影响办案的情况,比如是否存在伤

并携带的财物的管理等。 六、被留置人的处理：认为被留置

人具有一定的违法犯罪事实,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及时立为治

安案件或者刑事案件。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者其他强制措施



的,应当在法定的24小时或者48小时内作出决定。对于不批准

继续盘问或者不批准延长留置时间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留置人

。释放应当留有记录,并由被留置人签字或者捺指印,不另发给

释放证明。 此外,根据《解释》的规定,对被盘问人依法采取

刑事拘留或者治安拘留的,其留置时间不予折抵。但根据《公

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48条的规定,对被劳动教养

人采取留置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先行羁押的,其被羁押

时间应当折抵劳动教养期限。羁押一日折抵劳动教养一日。 

七、留置的法律救济的根源探究： 留置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

的行政强制措施。它是公安机关的"特权",是一种公权力。根

据行政法理论,公权力具有扩张性,也就决定了公权对私权造成

侵害的现实可能性。 公安部《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的批复》中有关问题(公复字[2000]2号)第2条明确

指出:"留置对象经留置盘问后,未对其依法刑事拘留或者治安

拘留的当事人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目前没有法律、

法规规定留置属于复议前置。因此,当事人对留置盘问不服的,

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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