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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市自设立女警以来，女
警便隶属于市公安局管辖，人数
一直保持在 ! 至 "# 人之间。
!$%$年 &月至 !$"!年 %月，女
检查员有 !$人。!$"%年 !月至
!$"'年 '月有 %!人。!$"(年 "

月有 !#人。当时对女警的管理
和女警服务规则还没有形成统
一的制度，处于摸索阶段，一般
采用集中管理的体制。抗战胜利
后，女警队伍建设继续得到重视
和加强。!$')年，国民党上海市
警察局的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
女子警务队，招考 '%名女警，加
以训练，次年结业，分配于各部
门担任交际、内勤、检查、侦察等
工作。这些女子警察人数虽少，
但也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女警在警察机关中从事的
主要工作是调查户籍、检查行

旅、救护妇孺、维护风化和对特
殊案件进行侦查。户籍调查，情
况复杂，原来只由男警担任，常
有不便之处，经常发生疏而不
周、查而不清的情况。因此，为了
查清户口，对于妇女主政之家，
寡妇、孤儿之家，尼姑、道姑之
庵，歌女住所以及妓院娼寮等，
不得不依赖女警。检查行旅也是
女警的一项任务，因为妇女也参
与拐骗、盗窃、贩毒等犯罪活动，
男警不便直接检查其行李、身
体，在这种情况下，女警便被分
派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轮船
码头、旅馆等场所执行勤务。在
救护妇孺方面，女警的任务主要
是救助迷路的、被拐骗的、流离
失所的、精神失常的以及自寻短
见的妇女，对于迷路、被遗弃的
儿童，女警则加以保护，分别予
以相应处理。
女警也负有维持“风化”之

责，维护公园、游艺场、电影院、
旅馆等场所的秩序，防止犯罪行
为的发生。对于调戏妇女、拉客
卖淫等有伤风化的行为，注意监
视，严加制止。此外，女警还负有
对妇女缠足者进行调查、劝导和
制止的责任，对劝导无效者，处
以罚金，限期放足，对拒不执行
者，加倍处罚，强制放足。对妇女
迷信者，女警也予以疏导。由于
当时社会治安状况复杂，各种疑
难案件时有发生，其中也有妇女
参与，需要由女警进行侦查，以
查明案件真相，寻找案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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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过几天就是 !三八妇女节" 了#!"世纪 #$

年代# 把妇女作为生产力从闺房里释放出来$使
妇女自食其力的重要问题# 已经引起人们的重
视% 由于得风气之先#上海在妇女解放方面一直
走在全国前列%受欧美国家任用女警新潮流的影
响# 同时也是适应国民党政府维护统治秩序$强
化警察力量的需要#以上海市首设女检查员为发
端# 中国女子警察随之开始由点及面地日益扩
展#中国女警制度亦从无到有地逐渐形成%

! ! ! !女警的创设是国民政府强
化其警察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它开辟了补充警力的新途径，加
强了对广大妇女的控制和防范。
利用女性之所长，使其承担相宜
的警务，以减轻男警的负担，弥
补男警之所不能及，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警察制度的发展。但
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男
尊女卑的传统封建思想仍居于
统治地位，女警的作用没有得到
充分发挥，虽然有人提出改革警
政必须扩大女警的勤务范围，但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是不可
能办到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受数千年

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获得
了彻底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家庭、社会生活等方面，享
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尊重妇女
人格和保障妇女独立地位是新
时代的必然要求，参政逐渐成为

现实。在上海，涉足警界的女性
人数也不断增加。公安机关各个
警种、岗位都有她们活跃的身
影，其中，尤以户籍、电讯、文书、
鉴识等部门最为集中。这些女民
警主要来自随军南下干部、地下
党和旧警察局留用人员。随着人
民公安事业的发展，也为了改变
公安队伍结构，!$'$ 年 ) 月至
!$(#年 "月，在工人、学生和城
市贫民中选调近 $##名青年，来
充实公安队伍，其中女性占一定
比例。据统计，当时上海公安青
年团的 !#'名团员中就有 %'名
女同志，其中总支书记张子梅与
总支委员傅杰均为女性。此后，
各级公安机关相继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的女户籍警、女交警、女
法医、女特警……女警成为上海
公安队伍有机的组成部分。她们
与男警相辅相成，各展所长，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 ! ! !通常认为，英国是女警的发源
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实行
的征兵制度使大批青年男子入伍，
调赴前线作战。由此引发了两种过
去不曾有过的社会现象：一是警力
明显不足，原有的警察队伍只好由
妇女补充；二是各地新设立的兵营
附近，经常有大批青年女子出没，日
益酿成军队的风纪问题。为了防止
年轻女子堕落，便在兵营附近布上
女子警察，直接监视这类女子，并想
方设法教育疏导她们，女警随之应
运而生。从 !$!(年起，首批培训女
警 (# 人，第二年增至 !## 人，到
!$!*年，全国已有女警二三千人。
!$%#年 %月，英国政府委任内政部
次长陪夏陀为“专事研究警察之任
用，勤务方法及薪俸诸事”的特别委
员会委员长，以内政部长的名义，对
涉及女警的若干重要问题，写出了
专题调查报告，并作出“使用女警
察，于社会是有利的”结论。这以后，
英国使用女警基本上实现了制度
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先使
用女警，到 !$!(年采用女警的城
市已达 %(个。女警在英、美等国的
实践，证明其社会效果显著，不仅
具有与一般男警的权能，而且在对
妇女、儿童的救护等某些特殊警务
方面，比男警更胜一筹。因此，任用
女警之举，也为挪威、荷兰等国所
仿效。后来还在巴尔的摩设立了国
际女警联合会。

鉴于采用女警的国家已见成
效，为了便于侦查拐骗妇孺案件起
见，国际联盟禁止贩卖妇孺委员会
先后于 !$%"年和 !$%(年召开第二
届和第四届会议，决议提倡雇用妇
女充任警察，特向各国劝用，对尚未
任用女警的国家，再三敦促试办。至
!$%)年，响应上述劝告而创办女子
警察的国家已达 %#多个。

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北洋政
府曾于 !$%"年 $月，责成内务部
指令京师警察厅，拟具酌办女子警
察的详细办法，送该部审核。当时
的京师警察厅曾拟招考女警 '#

人，设立初级警察学校，进行相应
的教育培训，并根据其毕业成绩，
分配适当职务，准备取得一定成绩
后，再予以扩充。但这项计划因经
费困难，未能实现。

! ! ! !警察制度在清末传入中国之后，警界一直是男子
的天下。随着政治民主思潮的高涨，以男女平等为重要
内容的社会民主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上海在妇女解放
这一近代重大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敏感。南京国民政府
建立后，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熏染的上海首先创设
女子警察，警界由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中
国出现了第一代女子警察。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社会治安复杂，警务种类

繁多。!$%*年，上海市政府以该市“租界环绕，华洋杂
处，轮轨四辟，奸民易滋；黠者每利用妇女以为非作歹。
为严密防患计，因是乃由设计委员会公安组于设计大
纲内，规定侦探队拟设置女侦探 (#名，而于警务教育
事项内，计划侦探班男女兼收”。鉴于此事属于初创，要
照原规划办理殊非易事，于是，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决
定，先设置女检查（稽查）员，以观察其成效。该局于
!$%$年 "月公布《女检查员服务规则》，招考具备“身
家清白，体格健全；粗通文义，胆力雄壮；语言流利，性
格温和；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具有殷实保
证”条件的女检查员 %%人，在警士教练所受训。培训 !

个月后，根据考试成绩，分配到全市 &个车站和 " 个
码头，协同男警实施搜查违禁物品和稽查不法行为。
市公安局对女检查员实行严格的控制：女检查员执行
职务，“受勤务督察长之监督指挥，每日先赴公安局督
察处报到，然后，再分往服务地点，协同所属区属警
察，实施工作”。女检查员的工作地点是固定的，主要
是市内几个车站、码头、游艺场所和市内交通要隘。执
行工作时，女检查员不但要将每日的工作情形按规定
格式记载在专门的记事报告簿上，而且还要填写专门
的服务周报表，按周呈市公安局察核。可见，当时的女
检查员，虽然在形式上尚无女子警察的名义，但从其
所承担的职责任务及其监督指挥之长官，乃至与男警
的关系来看，实际上与女警已无区别。从这个意见上
说，女检查员的设置，实为女警的先声，上海市成为中
国女子警察的发源地。

鉴于上海特别市公安局于 !$%$ 年率先设置女
检查员颇见成效，曾有人提议仿效设置正式女警。
!$"!年内政部首先指令首都警察厅进行试办，翌年
又在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提交了推行女子警察的议
案，经大会审议，通过了专项决议，并由内政部 !$""

年 !月通咨各省市政府遵照执行。该通咨指出，“训
练女子为警察，早经国际联盟禁止贩卖妇孺委员会
认为有效，曾向各国委员劝告采用，复决议于未设女
警各国，催促试办。在我国以往向无此项女警设置，
近年因男女社交逐渐公开，社会情形日趋繁复，国
内通商大邑，不免有无知妇女，受人利用，作奸犯
科，以致危害治安。若专恃男警巡察，难期周密，为应
付社会环境计，实有设置女子警察之必要。首都警察
厅及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先后试办女子稽查，已属成
绩斐然，故其他各省市，自应继起设置，以应环境需
要，而维社会安宁。业由警政司订定具体办法，通咨
各省市政府，转饬所属各级警察机关，体察各该环境
情形，酌量予以试行”。
遵照上述决议和通咨，各省市政府一般均指令其

所属的民政厅、公安机关以及省市警官学校、警士教练
所，迅即试办女警，并要求各地在招收警察时，应招考
十分之一的女性学警，与男学警受同等警察教育。此
后，各地相继创办。上海市办理女警也更加规范。上海
市公安局警士教练所于 !$"&年 $月专门开办女警训
练班，分两次招考，共录取 "&人，并对其进行严格的训
练及管理：“班内设女警管理员一员，负责管理及训育，
设队长一员，负责术科教练。训练期间为 '个月，毕业
后，派各分局队所服务。”这样的招收规模，同当时各地
设置女警的情况相比，可算是创了新纪录。
除各省警官学校招收女性学警外，根据内政部的

命令，警官高等学校于 !$""年 !月首次招收 !)名女
学员，以造就女警察官吏。由于女警察数量的不断增
多，中国女警也就逐渐成为国民党警察队伍中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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