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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A_A1_E5_B8_B8_E8_c24_645603.htm 特警，英文名称缩

写为“SWAT”，意为“特种武器及战术小组（Special

Weapons Attack Team）”。在我国，特警最早出现在80年代

末，目前公安机关中的特警，是指2005年按公安部要求，在

全国36个重点城市组建的公安特警队，是公安队伍一支新的

警种。单从字面上来理解，特警的“特”字是指特别、特殊

的意思。那么，在实际工作中，特警的“特”字具体应该体

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结合自己11年特警生涯的体会，试对

特警有别于其他警种的地方进行探析。 一、特殊的职责任务

维稳尖刀 组建公安特警队，是公安机关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反

恐、防暴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应对当前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形势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根据公安部《

关于切实加强公安特警队伍建设的意见》（公发［2005］6号

）的规定：“公安特警队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直接领导和指

挥下的公安机关的一个特殊警种，主要承担反恐、防暴和处

置突发事件等特殊任务”，其具体职责任务共八项，分别是

处置暴力恐怖犯罪、处置严重暴力性犯罪、处置暴乱、骚乱

事件、处置大规模流氓滋扰等重大治安事件、处置对抗性强

的群体性事件、担负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担负特定的

巡逻执勤任务和其他应当由公安特警队承担的任务。从6号文

件中能够看出，被冠为“公安机关反恐怖的专业队、打击暴

力犯罪的突击队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特殊工作队”的公安特

警队，是一支新时期党和政府所倚重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的特殊队伍，特警的“特”根本就在于其性质和职责

任务的特殊。 二、特殊的身体素质百里挑一 由于特警工作职

责的特殊性，决定了特警队员必须具备比普通警察更好的身

体素质。结合特警的实际工作，笔者认为特警必须具备的身

体素质包括力量、速度、耐力、灵活性、协调性、柔韧性、

速度耐力、力量耐力、平衡能力等方面，缺一不可，只要达

不到标准和要求，那在完成动作、掌握技能、技巧上就有欠

缺，就会影响工作效力。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条件和要求

似乎过于苛刻，能具备这样身体素质的人太少了，这确实是

事实。但是，作为一名特警，身体素质既是前提也是基础，

只有良好过硬的身体素质，才能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动作，

掌握别人掌握不了的技能、技巧。这些方面都是可以通过后

天的努力、能够训练出来的，就像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除了

具备先天条件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后天刻苦的训练、努力磨

练出来的。这也正是作为特警队员所要努力训练的方向和最

终所要达到的成效。 三、特殊的战术专业实用 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以前，我国警察所运用的战术，都是借鉴部队，基本上

没有属于自己的战术理念和内容。最近十几年，随着世界警

务改革的加快和国际间警务合作的增多，现代警务战术才逐

渐开始受到重视。我国公安机关现阶段所运用的战术，大都

是近几年通过公安部举办的各种培训，由香港传入内地的。

什么是警务战术？笔者认为，它是指警察运用一种方法，合

理、安全地处理一个相关的警务活动。战术没有高级低级之

分，只有熟练与不熟练。任何战术都是由基本的战术动作组

合而成的，只要根据当时的环境、情况，合理、有效的做出

相应的战术动作，圆满完成任务就是正确的。因此，战术是



没有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没有什么特殊的战术。

特警所运用的战术之所以“特殊”，主要是较其他警种来讲

更为专业、实用，二者的区别在于： 首先，基础战术特警与

其他警察都会，但是在实战中执行战术的质量和速度上，特

警完成地更快、更好、更准确无误。 其次，一些特殊情况下

才能使用的战术，其他警察知道却完成不了，或是根本不知

道，但特警不但知道还能很好完成。 最后，在任何战术中，

民警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尤为重要，特警队员由于长期在一

起执行任务，在配合上较其他警察更为默契，理解对方意图

的能力更强。 正因以上三种情况，说明特警的战术更具专业

性、实用性，也决定了特警能出色、圆满完成其他警察完成

不了的任务。 如市局特警支队一大队2006年5月24日处置的一

起劫持人质案。当天，一名男子因为恋爱原因，持刀将一名

职高的女学生劫持在一辆出租车上，劫持者坐在驾驶座位上

，被劫持者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玻璃窗紧闭、车门紧锁。支

队领导和一大队赶到现场后，根据现场情况的变化，迅速分

工，并果断地制定出行动方案由黎再坤副支队长假扮体育老

师与劫持者进行谈判，其他特警队员伺机击碎驾驶室车窗玻

璃进行解救。结果，在行动时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特警队

员趁黎再坤副支队长悄悄拉开副驾驶车门的短暂瞬间，按照

事前布置的战术，两组人员同时出击，一组迅速将劫持者生

擒，另一组成功解救出人质，使该案得到圆满处置。 特警支

队一大队自建队以来，处置劫持人质案件20余起，执行各类

抓捕任务上千起，均无一失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有

更具专业性和实用性的战术为支撑。 四、特殊的警务技能一

招制敌 当前新形势下的公安工作，对警察的警务技能要求越



来越高。特警现在具有的技能其他警察同样也具有，如射击

、搏击、擒拿格斗等。但作为特警，这类基本技能不仅必须

具备，而且应该更精、更强，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的标准。如在射击技能上，其他警察所掌握的是精度射击，

在25米以内的距离，以上靶命中发数定优良或以环数定优良

。对特警来说，精度只是作为基础射击，更多的应是速射和

应用射击，包括夜间射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下，

正确判断，合理合法的使用武器，一枪致命的射击。 如1996

年发生在市区某宾馆门口的持遥控爆炸装置劫持人质案

、1998年发生在市区某小区住户屋内的持刀劫持人质案

、2002年发生在某小区住户屋内的引爆天然气劫持人质案中

，市局特警大队（支队一大队前身）特警队员在不同的距离

上分别用长枪和手枪，一枪致命，将犯罪分子击毙，成功解

救人质。又如2001年在抓捕部督逃犯时，市局特警大队与逃

犯上演了一场街头追逐枪战的惊险场面，在追捕过程中，特

警队员用长枪和手枪分别将车内的两名逃犯成功击毙。 搏击

、擒拿格斗方面，现在很多人在训练这方面的技能，出发点

不同，有为防身，有为健体，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以强凌人，

扩大势力范围，甚至逃避打击，一般警察也都略知一、二。

但平心而论，真正想要一个人赤手空拳迅速制服歹徒，又有

几个人能做得到？因此，在对敌时，必须要具有超强的搏击

，擒拿格斗的技能，才能将犯罪分子制服。超强到什么程度

？应该达到运动专业水平，最起码我们也应该达到业余水平

。只有这样，在一对一的徒手对抗中，我们才能将犯罪分子

制服。 如1998年市局特警大队在抓捕一名省督持枪杀人逃犯

，在犯罪分子正要开枪射击时，特警队员一脚将枪踢飞，并



一拳将其击倒、制服。在市局特警支队一大队（特警大队）

组建11年来处置的20余起劫持人质案件中，除3起是将劫持者

击毙，2起通过谈判劝降的以外，其余都是将劫持者生擒，靠

的就是一招制敌的本领。 五、特殊的心理素质意志超强 特警

工作危险性大、不可预知性强，因此特警必须具备较其他警

察更为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超人的意志。经过训练，特警应达

到处事不惊，在最短时间里做出正确判断，并运用合理方法

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应具有超强的承受心理压力的能

力，在任何时候都应有良好的心理承受力。 如在1997年，市

局特警大队7名队员成功抓捕持枪杀人逃犯在内的38人，收缴

枪支3支，手雷2枚。又如在2000年，市局特警大队2名队员在

一KTV包房内，成功控制住20余名犯罪嫌疑人，在增援的刑

侦民警协助下，将20余人捆绑制服，抓获两名杀人逃犯。 超

强的意志，在别人无法想象无法承受、无法完成、超出一般

人极限的时候，特警能够做到，并很好的完成。意志是行动

的前提，没有超人的意志，特警在临近极限的时候就会半途

而废，所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特别能训练、特别能

吃苦，靠的就是超人的意志。尤其是在特警狙击手的射击训

练中，不论是手枪还是长枪，为了打下牢固的动作姿势，不

论是酷暑还是严寒，不论是持手枪站立还是持长枪卧倒，每

次都必须做到45分钟以上一动不动。 六、特殊的武器装备精

良熟练 公安特警队，除应配备公安机关常用的武器装备外，

更应配备科技含量更高、更能适应实战需要的其他精良的特

种装备，才能进一步提高工作效力和处置成功率。如热成像

仪，能帮助特警在黑夜或其他特殊环境、条件下发现犯罪嫌

疑人的具体位置和行动，对特定环境下的抓捕行动大有帮助



；如单兵无线传输系统，它通过安装在战斗员身上的摄像头

，帮助现场指挥员采访掌握每一个战斗员在执行任务时所面

对的各种情况，有利于指挥员指挥行动的准确性。在市局特

警支队现有的武器装备中，行军背囊、防潮垫、收缩帐篷等

特警个人行军装备，以及水炮车、野外炊事车，都保证了支

队能够完成各种条件和情况下的处突工作；而配有伸缩梯的

多功能反恐突击车，更使支队一大队执行反恐和反劫制暴任

务如虎添翼。但是，目前工作任务专业性很强的支队一、二

大队配备的武器装备大都存在陈旧老化的问题，而且配备的

非杀伤性武器太少，如水炮枪、电击枪等，这些问题都制约

了队伍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 作为特警队员，应该熟练了解

、掌握这些装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具备长期保养和一定的

维修能力，并能在任务中熟练使用。尤其是在武器装备上，

每个人都应做到熟练掌握所配枪支的性能，清楚各项技术参

数，懂保养，会简单维修。 七、特殊的管理严情并重 古语云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公安特警队作为一支战斗队、铁拳

头，严明的组织纪律、强烈的团队意识是成功完成任务的前

提。因此，特警队的管理不仅要以严格的军事化标准，制定

严格的规章制度，更要实施“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每

一位特警队员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但是

在集体面前，队伍的团结和凝聚力比什么都重要。在日常管

理中，情感的培养是支撑，要教育引导队员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誉观，培养队员爱岗敬业的精神和

团结协作的习惯，让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从而达到“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生死与共之情感。同时，作为

一个集体、一个“大家庭”，无论谁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



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时，特警队中的每个人都应尽最大所能

义无返顾地去帮助他，就如同帮助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

特殊的管理，就是要营造建立这种感情的氛围。 八、特殊的

待遇从优从高 特警工作危险、艰苦、相对清贫，特别是一、

二大队民警，常常要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常常面对生与死

的考验。笔者认为，要保持民警对特警工作的热爱和激情，

光靠思想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提高三个方面的待遇来

保障，并较其他大部分警种予以倾斜。 一是精神上的待遇。

当特警队员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支队（包括上级机关）应

给予及时认可，够立功授奖的，一定要争取给予表彰；可以

入党的、具备提干条件的，一定要优先考虑。这不仅是对队

员的工作认可，同时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励，更是促进他

们今后更好、更积极完成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二是物质上

的待遇。特警队员训练的艰苦，超出了其他警种民警。长期

大运动量、高强度、高负荷的训练，对特警队员的生活保障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果没有高标准的生活保障，高标准的

训练从何而来？基于以上两种因素高标准的训练和高危险的

任务，因此，在特警的福利上是否应考虑高于其他警种？ 三

是职业规划上的待遇。按照公安部《关于切实加强公安特警

队伍建设的意见》（公发［2005］6号）的规定：“特警在特

警队工作一般为3年至5年，最高年龄一般不超过30岁，要建

立和完善特警队员定期轮换和更新机制，畅通进出渠道，每

年应当按照五分之一左右的比例更新特警队员。对调整出队

的特警队员，应根据年龄、身体状况、专长、个人表现等情

况安排到公安机关其他警种工作”。特警队员短暂的特警队

工作经历十分宝贵，作为上一级部门，应当着眼特警未来的



出路，建立起有利于特警队发展、能够满足特警队员未来需

要的教育培训长效机制，给他们创造再学习、再提高的机会

和平台，让他们带着过硬的公安业务能力到其他警种工作，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持队伍的健康发展和活力。 最后，作为

成都特警的一员，笔者认为每个特警队员都必须无时无刻保

持一种超越其他所有的精神境界特警精神：即不惧危险、迎

难而上永争第一的精神；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奉献、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随时用我，用我必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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