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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警会与投诉及内部调查科 

联席会议（公开部分） 

 

 日期：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时间：下午三时三十分 

 地点：监警会秘书处会议室 

 

出席者： 梁定邦博士，QC，SC，JP （主席） 

 张华峰议员，SBS，JP  （副主席） 

 谢伟铨议员，BBS （副主席） 

 易志明议员，SBS，JP （副主席） 

 刘文文女士，BBS，MH，JP  

 许宗盛先生，SBS，MH，JP   

 关治平工程师，BBS，JP  

 郑锦钟博士，BBS，MH，OStJ，JP  

 何锦荣先生  

 钱志庸先生  

 毛乐礼资深大律师  

 陈锦荣先生  

 邝永铨先生  

 欧楚筠女士  

 朱永耀先生  

 李晓华女士  

 李家仁医生，BBS，MH，JP  

 彭韵僖女士，MH，JP  

 宋莜苓女士  

 黄至生教授  

 王家扬先生  

 李文斌先生，MH，JP  

 林定国资深大律师  

 余黎青萍女士，SBS  

 俞官兴先生，CDSM，CMSM，秘书长  

 梅达明先生，副秘书长（行动）  

 陆小娟女士，副秘书长（管理） （联席秘书） 

 陈敏仪女士，法律顾问  

 刘赐蕙女士，监管处处长  

 简启恩先生，警务处助理处长（服务质素）  

 麦卫文女士，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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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深先生，投诉警察课高级警司  

 叶永林先生，投诉警察课总部警司 （联席秘书） 

 

因事缺席者： 蓝德业资深大律师  

苏丽珍女士，MH，JP  

 杨华勇先生，JP  

 陈黄丽娟博士，BBS，MH，JP  

 罗孔君女士，JP  

 

列席者： 邓惠英女士，投诉警察课（香港）警司 

 徐镇东先生，投诉警察课（九龙）警司 

 邝艳珍女士，投诉警察课（新界）警司 

 黄耀森先生，内部调查课警司 

 邝淑清女士，投诉警察课特别调查队第一队总督察 

 李志文先生，投诉警察课特别调查队第二队总督察 

 蔡秀娟女士，投诉警察课总部总督察（一） 

 许瑞琳女士，投诉警察课总部总督察（二） 

 叶俊汶先生，内部调查课（香港）总督察 

 陈学麟先生，投诉警察课高级督察（监警会） 

 莫丽琼女士，投诉警察课（九龙）第一 A 队高级督察 

 郭嘉颖女士，投诉警察课督察（支持） 

 麦咏芬女士，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心理服务及支持） 

 莫俊杰先生，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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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公开会议 

 

 开会辞 

 

    主席欢迎各与会者出席是次联席会议，特别是两名

新任监警会委员林定国资深大律师和余黎青萍女士，以及最近就

任警务处助理处长（服务质素）的简启恩先生。 

 

 

I. 通过2019年6月18日的会议纪录（公开部分） 

 

2. 上次会议纪录（公开部分）并无修订建议，获一致通

过。 

 

 

II. 简报(a)警务人员心理辅导服务 (b)网络「起底」及假新闻 

 

3.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在会上简述过去三个月在

处理主要大型示威活动期间，为了维持和恢复社会法律及秩序，

前线警务人员长时间工作，身心俱疲。他们不单遭遇言语侮辱和

暴力，更承受着自身及家人被起底的巨大压力。因此，心理服务

课和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一直分别跟进警队成员的情绪

反应及追查起底个案。为了让监警会委员更了解心理服务课和网

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工作，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

心理服务及支持）麦咏芬女士和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

技罪案）警司莫俊杰先生应邀在会上作简报。 

 

4. 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心理服务及支持）的简

报介绍了心理服务课在增强警务人员的抗逆力方面所做的工作。

于2005年至2008年间，该课曾进行了一次检讨，旨在加强对前线

警员的心理才能训练。为更好地帮助警员准备与公众互动、自我

管理及支持战友，是次检讨涵盖多个基本的人类╱心理主题，例

如冲突管理、情绪调节、受害人心理、压力管理、查问疑犯的心

理技巧、健康生活模式、人际沟通技巧及辅导下属╱同事技巧。

警员对训练十分满意，并要求增加情绪管理项目。 

 

5. 2005年，「心聆团队」成立，由92名不同职级（下至

警员上至总警司）的成员自发组成，旨在培养警队的关怀文化、

提倡自我照顾及警队成员之间的朋辈支持，以及提升他们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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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6. 2010年，根据心理服务课对正向心理的研究，展开了

一系列正向情绪及心理韧性训练，帮助警员培养正向心理及抗逆

力。心理服务课与香港警察学院顾问的合作研究结果表明，有关

训练的成效令人鼓舞。 

 

7. 2013年，心理服务课为前线警员引入「TAKE」训练

模式，协助前线警员在心理上装备自己，以处理公众活动。该训

练模式强调四个方面，即照顾你的身体、自我肯定、知己知彼及

锻炼情绪韧力。「TAKE」训练模式已纳入警察机动部队的所有训

练，为队员提供八小时的训练，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公众、其职

责的意义以及增强他们的心理抗逆力。另外，训练内容还被制作

成光盘并分发予各警察分区，以供内部训练之用。 

 

8. 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心理服务及支持）继续

在会上简述，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非法占领行动、2016年旺角

骚乱以及2019年6月9日以来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期

间，前线警员所承受的压力。 

 

9. 在处理因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引发的示威活动期间

，前线警员不得不承受长时间执勤、暴力升级、负面媒体报导╱

虚假新闻、社会分裂、网络欺凌╱起底、家属安全以及子女遭受

欺凌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有巿民仇警或在示威活动中

冒充记者，都给警方带来更大挑战，包括情绪化的政治气氛、公

众的尊重和信任减弱，以及更重要的是，执法困难。 

 

10. 心理服务课已传递为前线警员提供心理支持的讯息

，以帮助他们了解在处理示威活动中的职责，并加强他们与战友

的凝聚力。心理服务课前往探访已婚警察宿舍，期间为警员的配

偶及子女举办工作坊，并向警员家属提供心理辅导服务，旨在帮

助警员家属应对社会动乱。 

 

11. 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心理服务及支持）在简

报结束时提供有关心理服务课的服务统计数据。 

 

12.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警司随后展

示了有关起底及网络欺凌、逐步升级的网络激进行为以及利用社

交媒体散播虚假消息的视频和截图。他指出，超过2,000名警队成

员受到影响，他们及其家属的个人资料被非法泄露及公布于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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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他们不单因此收到骚扰电话、充满仇恨及威胁的讯息，

其个人资料甚至被用于订餐、申请签证卡及贷款等。 

 

13. 朱永耀先生对心理服务课的工作表示赞赏。他关注

到需要接受心理辅导服务的警员及其家属与为他们提供服务的

心理学家的人数比例是多少，以及是否有任何警员被转介至精神

科专家覆诊及处方精神科药物。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心

理服务及支持）响应称，他们的服务刚伸展至警员家属，而要求

心理辅导服务的人数不断增加。心理服务课会密切留意有关情况

，并确保提供充足的服务。她还指出，自1997年起，心理服务课

已获医院管理局授权，可直接为任何需要心理辅导的警员提供转

介服务。主席询问截至目前是否有任何人员被转介。警察高级临

床心理学家（机构心理服务及支持）透露，被转介至精神科专家

的人数占心理服务课所处理个案约10%，尽管警员承受着明显的

压力，但该比例于最近数月并无显著上升。 

 

14. 李晓华女士询问，考虑到现阶段警员在执行职务时

所承受的压力，有没有任何机制对警员每日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

。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心理服务及支持）响应称，心理

服务按自愿原则提供。心理服务课鼓励警员之间的朋辈支持，建

议警员留意是否有同伴出现需要辅导的迹象，如有，则鼓励他们

联络心理服务课寻求帮助。 

 

15. 欧楚筠女士关注被起底的警员在心理上会受到甚么

影响以及受到影响的警员是否获得足够的支持。警察高级临床心

理学家（机构心理服务及支持）响应称，约有2,200宗起底个案涉

及警员，但只有约400宗个案被转介至心理服务课。心理服务课

一直在积极跟进这些个案。只要警员愿意，心理服务课会在与受

影响的警员接触后作出评估及判断其是否需要心理辅导服务。 

 

16. 主席对近期随着示威活动暴力升级，前线警员承受

着愈来愈大的心理压力表示理解。他询问心理服务课会否建议负

责指挥的警员联络心理服务课，为在近期示威期间参与执勤的前

线警员提供心理辅导服务。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心理服

务及支持）响应称，心理服务课每日都会监察示威动向，一旦发

现任何被认为会对警员造成严重心理影响的重大事件，便会与相

关指挥官联络，为有关警员安排心理辅导服务。 

 

17. 谢伟铨议员对心理服务课的人手问题表示关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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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心理服务课仅有的10名心理学家是否足以处理和应付心理

服务课当前提供的所有服务。他还询问，考虑到警员所承受的巨

大压力，心理服务课会否联络出现需要心理辅导服务迹象的警员

。警察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机构心理服务及支持）响应称，一旦

发现任何被认为会对警员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心理服务课会与

警员保持联络。例如，于2019年8月31日「在港铁太子站有人被打

死」的假新闻传出后，他们联络了铁路警区。 

 

18. 主席请监管处处长详细说明如何辨识未出示委任证

或警员编号的警员的身份。监管处处长解释称，特别战术小队的

制服专为战术目的设计，因此制服未能展示警员编号。然而，警

队理解公众对如何辨识处理示威活动的警员身份问题的关注，并

已建立了一套身份识别系统。目前警员佩戴的头盔上均印有一组

编号，且每组编号均独一无二及可供识别。这套识别系统刚建立

不久，会在适当时候检讨其成效。主席补充指，监警会正在研究

全球各地的警员身份识别系统，届时会通知警队有关进展。 

 

19. 主席请监管处处长解释近期向休班警员派发警棍的

理由。监管处处长解释称，因应「踏浪者」行动的工作需要，自

2019年9月10日起，自愿有意在休班期间携带警棍的警员可获发

一支警棍。想要获发警棍的警员须符合使用资格，并严格遵守「

使用武力」的原则，即所使用的武力必须是为达到目的而须使用

的最低程度武力；达到目的后，须立即停止使用。警员如在休班

期间使用警棍，则须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申报及向上级汇报

。 

 

20. 监管处处长表示，她明白公众关注向休班警员派发

警棍，可能会导致冒警的情况增加。监管处处长就此在会上澄清

，截至2019年9月16日，冒警个案并无增加，而2019年仅录得两宗

冒警个案，与2018年数字相差不大。监管处处长又指，有新闻报

导指近期在淘大花园有两名休班便装警务人员使用警棍。她澄清

，上述警员当时正在有关地点执勤，并无报告显示有任何休班使

用警棍的情况。主席进一步询问，休班警员在决定使用警棍时，

是否需要出示委任证。监管处处长响应称，便装警务人员在执行

职务时须出示委任证，除非情况不容许。 

 

21. 张华峰议员进一步询问，警员头盔上显示的组合编

号会否导致他们成为被起底的受害人。主席询问警队是否就此保

存一份保密的身份识别列表，监管处处长回应「是」，并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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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识别系统会兼顾对警员私隐的保护及公众对警员身份识

别的需要。 

 

 

III. 报告事项 

 

(a) 投诉警察课的每月统计数字 

 

22.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汇报指，2019年首八个月

录得1,034宗须汇报投诉，较2018年同期的967宗须汇报投诉增加

67宗（增幅为6.9%）。有444宗个案透过表达不满机制到解决，较

2018年同期的518宗减少74宗（减幅为14.3%）。 

 

23. 于1,034宗须汇报投诉中，881宗为轻微投诉，占85.2%

；153宗为严重投诉，占14.8%。在轻微投诉当中，有525宗涉及「

疏忽职守」(50.8%)、337宗涉及「行为不当／态度欠佳」(32.6%)

及19宗涉及「粗言秽语」(1.8%)。整体轻微投诉较2018年同期增

加56宗(增幅为6.8%)。在严重投诉当中，有104宗涉及「殴打」

(10%)、10宗涉及「恐吓」(1%)、29宗涉及「滥用职权」(2.8%)及

10宗涉及「捏造证据」(1%)。2019年首八个月的整体严重投诉数

字较2018年同期增加12宗（增幅为8.5%）。 

 

24. 与2018年同期的轻微投诉数字相比，「疏忽职守」由

555宗减少30宗至525宗（减幅为5.4%），「行为不当／态度欠佳」

由256宗增加81宗至337宗（增幅为31.6%），以及「粗言秽语」由

14宗增加5宗至19宗（增幅为35.7%）。 

 

25. 与2018年同期的严重投诉数字相比，「殴打」由100宗

增加4宗至104宗（增幅为4%）。「恐吓」由12宗减少2宗至10宗（

减幅为16.7%）。「滥用职权」由12宗增加17宗至29宗（增幅为

141.7%）。「捏造证据」由17宗减少7宗至10宗（减幅为41.2%）。 

 

26. 与2018年相比，预计2019年的整体数字将录得轻微

增加。 

 

 

(b) 有关《逃犯条例》拟议修订的大型公众活动衍生的投诉统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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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汇报指，截至2019年8月31

日，共接到2,491名投诉人的498宗投诉，包括206名投诉人的196

宗须汇报投诉 (39.4%)及2,285名投诉人的302宗须知会投诉

(60.6%)。 

 

28. 于196宗须汇报投诉中，58宗涉及「疏忽职守」(29.6%)

、55宗涉及「行为不当」(28.1%)、25宗涉及「态度欠佳」(12.8%)

、5宗涉及「粗鲁无礼」(2.6%)、3宗涉及「粗言秽语」(1.5%)、24

宗涉及「殴打」(12.2%)、2宗涉及「恐吓」(1%)及24宗涉及「滥

用职权」(12.2%)。投诉警察课已与监警会会面讨论有关须汇报投

诉的调查工作，并每两星期提交一份相关调查报告。第五份进度

报告将于2019年9月18日提交。 

 

29. 投诉警察课一直积极联络所有投诉的投诉人。截至

2019年8月31日，投诉警察课已成功联络须汇报投诉的192名投诉

人(93.2%)及须知会投诉的1,433名投诉人(62.7%)，其中，须汇报

投诉的118名投诉人(57.3%)及须知会投诉的357名投诉人(15.6%)

已确认投诉详情，以展开调查及跟进行动。投诉警察课将继续联

络其余的投诉人。 

 

30. 李晓华女士从调查报告中注意到，许多被投诉人的

身份不明。她询问投诉警察课在被投诉人身份仍未查明的情况下

如何确认相关人员的身份及处理投诉。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

解释道，在投诉警察课初步联络的投诉人中，大多数投诉人既未

能提供被投诉人的身份证明，也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详情。投诉

警察课只能依赖投诉人的陈述及对所涉事件和人员的后续调查，

包括翻查相关当值表及记录，藉以确认有关人员的身份。     

 

投诉警察课刑事及违反纪律事项一览表 

 

31.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表示相关资料已于会议前

交予监警会委员参考，并无事项需要汇报。 

 

 

 

 

 

 

 

 



 

 

此乃英文版本之中文翻译，文义如有出入，当以英文版本为准。 
 

IV. 其他事项 

 

32. 议事完毕，会议于16时30分结束。 

 

 

 

 

 

（叶永林）                                              （陆小娟） 

联席秘书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 

联席秘书 

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