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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中文譯本文義如與英文版本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第第七七章章  

2019 年年 6 月月 9 日日（（星星期期日日））事事件件  
 
序序言言  
 
7.1 本章旨在審視 2019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發生的事件，當日首次

有大規模遊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當晚，示威者與警方在立法

會綜合大樓外首次發生衝突。 6 月 9 日事件衍生了 23 宗須匯報投訴及

五宗須知會投訴（詳情請參閱第 7.17 段）。投訴警察課正在調查這些投

訴個案，監警會亦會就每一宗須匯報投訴個案，安排觀察員出席投訴

警察課的會面及觀察搜證工作。本章旨在讓監警會釐清當日引起投訴

的事件事實以及事發背景，以便監警會能夠更好地履行《監警會條例》

第 8(1)(a)條的職能，監察和覆檢投訴警察課對個別投訴的調查，同時

藉此機會根據《監警會條例》第 8(1)(c)條向警務處處長 (處長 )作出建

議，以助警方在未來行動中避免衍生投訴。  

 
7.2 6 月 9 日事件後， 6 月 12 日立法會綜合大樓外再次發生衝突，

7 月 1 日更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綜合大樓。6 月 9 日、6 月 12 日和 7 月

1 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發生的事件，標誌著連串《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示威的開端，和平大型公眾活動往往穿插多場暴力衝突。  

 
7.3 在 6 月 9 日之前，民陣曾於 3 月 31 日星期日 1及 4 月 28 日星期

日 2發起公眾遊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兩次遊行都和平有序，

惟參與人數不及往後的遊行。據民陣公布，3 月 31 日和 4 月 28 日的

遊行分別有 12 000 和 130 000 人參與。由 4 月中至 5 月中，立法會經

過四次會議，仍然無法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保

                                                      
1 香港自由新聞 （2019年 3月 31日）。〈In Pictures: 12,000 Hongkongers march in protest against ‘evil’  
 China extradition law, organisers say〉。 
 擷取自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3/31/pictures-12000-hongkongers-march-protest-evil-china-
 extradition-law-organisers-say/ 
2 《南華早報》（2019年 4月 28日）。〈Estimated 130,000 protesters join march against proposed 
 extradition law that will allow transfer of fugitives from Hong Kong to mainland China〉。擷取自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07999/thousands-set-join-protest-march-against-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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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局長李家超遂於 5 月 20 日宣布，特區政府決定繞過法案委員會的

審議階段 3，並在 6 月 12 日把《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直接提交立法會大

會進行二讀辯論。在政府決定這項有別於常規 4的情況下，民陣在 6 月

9 日 5發起第三次遊行，當日下午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遊行到政府總

部一帶，並於當晚在遊行終點 6舉行集會（請參閱圖像 7-1、地圖 7-1 及

地圖 7-2）。  

 

 
圖像 7-1：立法會綜合大樓  

（底圖來源：《南華早報》）  
 

                                                      
3 香港自由新聞 （2019年 5月 20日）。〈Hong Kong extradition bill to bypass legislative committee scrutiny, 

as gov't fast-tracks controversial law〉。 
 擷取自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5/20/just-hong-kong-extradition-bill-bypass-legislative-
 committee-scrutiny-govt-fast-tracks-controversial-law/ 
4 這種立法程序被視為「有別於常規」，因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未有按慣例先經法案委員會審議，便
直接交付立法會大會進行二讀辯論。 

5 本地傳媒大多報道 6月 9日的遊行和集會是由民陣主辦，惟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是寄往區諾
軒立法會議員的辦事處，而其辦事處是民陣成員團體之一。 

6 遊行終點位於添美道及立法會道。 

立立法法會會綜綜合合大大樓樓 

政政府府總總部部 

立立法法會會指指定定示示威威區區 

遊遊行行後後的的集集會會地地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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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據警方表示，在 6 月 9 日前夕，有人在網上呼籲市民於當天的

大型公眾活動投擲水樽、磚頭、石頭和汽油彈。兩個政治團體香港獨立

聯盟和學生動源在 Facebook 發布訊息，指 6 月 9 日遊行之後將有重要

消息宣布，呼籲支持者留守政府總部一帶。這兩個團體均是由年輕人

  
地圖 7-1：立法會綜合大樓一帶主要道路  

（底圖來源：地政總署）  
 

 
地圖 7-2： 6 月 9 日遊行路線  

（底圖來源：地政總署）  

立立法法會會 
綜綜合合大大樓樓 

立立法法會會綜綜合合大大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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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佔領事件」後成立，旨在爭取香港政制改革。  

 
7.5 警方留意到網上流傳的訊息，由於預料立法會一帶可能出現暴

力反抗，遂於 5 月 8 日制訂名為「踏浪者行動」的應變計劃，以保護

政府總部一帶的地方，包括立法會綜合大樓。警方行動的目標是保護

整個政府總部範圍，確保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可以安全進出，杜絕

有人擅自闖入該兩幢大樓，或以暴力或非法手段阻礙大樓運作。警方

管理層指出，警方的一貫執法理念是「及早防犯，及早管控，及早介

入」。  

 
7.6 位處中環海濱長廊的政府建築物群組由政府總部、立法會綜合

大樓及添馬公園組成。建築群的南面是夏慤道，是連接港島北的東西

區的主要幹道，東行方向連接告士打道；建築群的北面是龍和道，是夏

慤道的替代道路；建築群的東面設有迴旋處通往三個出口：北至立法

會道，南至添美道，東至龍匯道往灣仔方向；建築群的西面是添華道。

這些道路及添馬公園提供大量公共空間，可容納大批民眾，亦增加警

方驅散行動的難度。  

 
7.7 在 6 月 9 日，警方最初採用三層級別的指揮架構：即是警察總

部指揮及控制中心為警察總部的最高指揮中心，而第二層指揮架構為

警察總區，負責向第三層的現場前線指揮中心發出指令。午夜後示威

者堵塞龍和道，與警方爆發衝突，指揮架構由三層改為兩層級別，警察

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直接向前線指揮中心發出指令。當日，警方部署

了 3 197 名警務人員，其中 2 083 名警務人員負責處理遊行， 636 名警

務人員則在遊行終點立法會外的集會地點駐守和戒備，另外亦有 852

名警務人員作後備支援，以應付當天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 7 

 
7.8 警方向當日的公眾遊行及集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有效時間

至當晚 11 時 59 分。公眾遊行原定下午 3 時由維多利亞公園起步，但

由於參與人數眾多，遊行隊伍提早在下午 2 時 22 分起步。民陣估算逾

                                                      
7 警方一共部署 3 197名警務人員處理 6月 9日清晨 5時至 6月 10日清晨 5時發生的事件，但由於部分
警務人員須處理多宗不同事件，故此計算全部事件所涉及的警力時，總人數多於 3 197名警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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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萬人參加遊行，警方則估算最高峰時有 24 萬人。遊行大致和平有

序，至下午 4 時 30 分，由於人數眾多，警方需要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

疏導人潮。如上文所述，民陣、香港眾志 8、學生動源和香港獨立聯盟

呼籲遊行人士在遊行結束後留守政府總部一帶，預演包圍立法會綜合

大樓，有數以百計遊行人士響應參與，亦有數百名人士在夏慤道海富

中心外聚集。  

 
7.9 特區政府在晚上 11 時 09 分發出新聞公報，指知悉遊行人數眾

多，同時宣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於 6 月 12 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

辯論。新聞公報發出後，立法會綜合大樓一帶氣氛隨即轉趨緊張，示威

越趨激烈。到接近午夜時分，數以百計暴力示威者在立法會示威區衝

擊警方防線，並向警務人員投擲鐵枝、鐵馬、水樽及其他硬物，警務人

員則以警棍、胡椒泡劑及催淚水劑（胡椒水劑）阻止他們衝擊。警方其

後部署更多警務人員採取驅散行動。部分示威者逃到添美道、龍匯道

及龍和道，並堵塞該處路面，亦有部分示威者佔據告士打道。大約凌晨

2 時 50 分，警方在舊灣仔警署外包圍 358 名示威者，在搜查及登記他

們的身份證後，允許他們離開，驅散行動至此結束（有關示威者被驅散

的主要路線請參閱地圖 7-3）。  

 

                                                      
8 香港眾志於 2016年 4月成立，是屬於民主派的學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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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7-3： 6 月 10 日示威者被驅散的主要路線  

（底圖來源：地政總署）  
 
7.10  當日大型公眾活動的時序請參閱本章節的附件。  

 
7.11  6 月 9 日衝突當中，示威者所使用的暴力與往後的衝突事件相

比，暴力程度較低，示威者和警務人員在 6 月 9 日穿著或使用的裝備

亦相對輕便。新聞影片顯示衝突畫面中只有約半數示威者戴上口罩，

亦只有少數人身穿黑衣、戴上護目鏡和頭盔。部署在封鎖線範圍的警

務人員穿著常規制服，其後到場增援的警務人員亦沒有配備全套防暴

裝備。  

 
7.12  6 月 9 日當天共有八名警務人員受傷，當中一人眼部嚴重受傷，

醫院管理局在多間醫院接收與 6 月 9 日事件相關的傷者共 72 人。  

 
7.13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警方拘捕 33 名涉及 6 月 9 日事件的

人士（31 男 2 女），當中部分人士涉嫌「非法集結」、「襲擊警務人員」、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管有危險品」以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15 人被落案起訴，其中一人被判「襲擊警務人員」罪，14 人候審，13

立立法法會會綜綜合合大大樓樓 

舊舊灣灣仔仔警警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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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在接受警方調查， 5 人獲釋。  

     
7.14  6 月 9 日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以下議題：  

 
(a)  警方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予遊行人士的處理手法； 9 

(b)  警方驅散示威者的武力使用；以及  

(c)  警方應對記者的手法。  

 
資資料料來來源源  

 
7.15  為了釐清 6 月 9 日發生的事件，監警會仔細審視過以下資料： 

 
(a)  警方提供的相關文件，內容有關警方的部署及行動記錄、事前

收到的情報、警方使用的武器、事發當日的受傷情況以及拘捕

行動。  

 
(b)  警方提供關於「踏浪者行動」的行動指令。  

 
(c)  與警方會面時取得的資料。  

 
(d)  警方在 6 月 9 日行動期間拍攝的片段，當中共有 33 條總長 6 小

時 38 分鐘的錄影片段。  

 
(e)  各電視台、報章及傳媒機構的新聞報道及錄影片段，當中共有

171 篇新聞報道 10及 53 段總長 48 小時的新聞影片。  

 
(f) 由公眾人士應會方呼籲所提供的照片和錄影片段。  

 
(g)  政府新聞處網頁（ news.gov.hk 和 info.gov.hk）、警務處網頁

（ police.gov.hk）以及立法會網頁（ legco.gov.hk）有關 6 月 9 日

                                                      
9   《蘋果日報》於 2019年 6月 10日報道，民陣召集人岑子杰批評警方在 6月 9日遊行的人群管理手法
「不負責任，毫無遠見」。[《蘋果日報》(2019年 6月 10日)「警拒開放東行線塞到爆」] 

10 此數據僅計算印刷媒體，會方亦有審視主流網上媒體，包括但不限於《香港 01》、立場新聞、香港自
由新聞以及香港獨立媒體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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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新聞公報。  

 
(h)  醫院管理局提供與 6 月 9 日事件相關的求診人數資料。  

 
事事件件  

 
7.16  6 月 9 日的事件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下午 2 時 22 分至晚

上 10 時 30 分的遊行，第二階段是遊行結束後，即晚上 10 時 30 分至

翌日凌晨 3 時發生的事件，包括午夜的衝突。  

 
第第一一階階段段  ——  下下午午 2 時時 22 分分至至晚晚上上 10 時時 30 分分的的遊遊行行  

 
下午 2 時 22 分遊行起步  
 
 遊行原定下午 3 時起步，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到政府總部外的添

美道和立法會道（遊行路線請參閱地圖 7-2）（資料來源：香港警

務處）。由於在原定起步時間前，遊行人士已擠滿了維多利亞公園，

民陣於是提早在下午 2 時 22 分起步。遊行隊伍的隊頭在下午 3 時

53 分抵達政府總部後，民陣呼籲遊行人士留守參與集會（資料來

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  

 
下午 4 時 30 分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  
 
 參與遊行人數眾多，民陣估算有 103 萬人，警方則估算最高峰時

有 24 萬人（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

遊行期間，人潮擠滿軒尼詩道和堅拿道交界（請參閱圖片 7-1），

遊行人士要求警方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下午 4 時 02 分，部分遊

行人士試圖越過警方防線佔用軒尼詩道東行線（資料來源：傳媒報

道及新聞直播影片），警務人員舉起紅旗警告遊行人士「停止衝擊，

否則使用武力」（請參閱圖片 7-2）（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

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但遊行人士仍然繼續要求警方開放更多行

車線疏導人潮（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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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7-1：軒尼詩道東行線開放前，軒尼詩道與堅拿道交界的遊行情況俯瞰圖  

(圖片來源：《香港 01》 )  
 

 
圖片 7-2：警方舉起紅旗警告遊行人士停止衝擊  

(圖片來源：《明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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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4 時 30 分，數名遊行人士突破警方防線，人潮隨即湧出軒尼

詩道東行線（請參閱圖片 7-3），警方其後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資

料來源：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  

 

 
圖片 7-3：部分遊行人士試圖越過警方防線佔用軒尼詩道東行線  

（圖片來源：《香港 01》）  
 
晚上 7 時 25 分警方使用胡椒泡劑  

 
 警方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後，遊行隊伍繼續順利前進。不過，到晚

上 7時 25分，在金鐘有六名遊行人士衝出海富中心對開的夏慤道，

並嘗試用鐵馬堵塞西行線（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在場警務人員制伏其中一人（請參閱圖片 7-4），隨即約 10 人從遊

行隊伍衝出來，從警方手上把該名人士拉走，一名警務人員向他們

施放胡椒泡劑，涉事群眾其後逃去（請參閱圖片 7-5）（資料來源：

傳媒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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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7-4（上）及圖片 7-5（下）：晚上 7 時 25 分，  
警方在海富中心對開夏慤道使用胡椒泡劑驅散人群  

（圖片來源：《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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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10 時 30 分遊行結束  
 
 晚上 10 時 30 分，民陣宣布遊行結束，有 103 萬人參與。香港眾

志、香港獨立聯盟及學生動源的成員從晚上 8 時 20 分開始呼籲遊

行人士留守立法會綜合大樓（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第第二二階階段段  －－  遊遊行行結結束束後後爆爆發發衝衝突突  

 
數以百計遊行人士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以及夏慤道聚集  
 
 遊行在晚上 10 時 30 分結束後，數以百計的遊行人士聚集在立法

會外及海富中心對開的夏慤道，堵塞夏慤道西行線。晚上 11 時 40

分，警務人員嘗試築起防線，並用擴音器呼籲海富中心外的數百名

滯留人士離開，但他們沒有遵循警方的呼籲離開。警方與他們持續

對峙，直至凌晨 1 時當大部分遊行人士已經離開，警務人員把餘

下的人士驅趕回行人路（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 

 
 晚上 10 時 47 分，學生動源和香港獨立聯盟成員宣布留守添美道

直至 6 月 12 日（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

片），並表明若特區政府拒絕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示威行

動將會升級（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  

 
 晚上 11 時 09 分，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指留意到遊行人數眾多，

並宣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於 6 月 12 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

論（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凌晨零時 01 分爆發衝突  
 
 6 月 10 日凌晨零時 01 分，數百名示威者開始在立法會綜合大樓示

威區（「圓鼓底」範圍）衝擊警方防線（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根據立法會秘書處在 2018 年 11 月 27

日發出的指引，指定示威區每日上午 7 時至晚上 11 時開放予公眾

進行請願或示威活動（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網頁）。示威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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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零時 01 分開始衝擊警方防線，當時已過了指定示威區的開放

時間。警方舉起紅旗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否則使用武力」，部

分暴力示威者用鐵馬推向警方防線，並向警務人員投擲雜物，現場

情況轉趨緊張（請參閱圖片 7-6）。有示威者拆除路邊欄杆的鐵枝，

或利用街上的大型物件，例如垃圾桶或雪糕筒，與警務人員衝突。

警務人員使用警棍及施放胡椒泡劑（請參閱圖片 7-6 及圖片 7-7），

以守衛警方防線，部分示威者走到添美道和龍匯道（資料來源：香

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  

 

 

 

圖片 7-6（上）及圖片 7-7（下）：  

立法會綜合大樓「圓鼓底」範圍爆發衝突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Facebook 專頁公開資料及《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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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零時 15 分，一名警務人員遭部分暴力示威者襲擊，眼部受傷，

其後更遭一枝從鐵馬拆出來的鐵枝擊中，其他警務人員隨即把傷

者帶進立法會綜合大樓內（請參閱圖片 7-8）。此時，部分示威者

在添美道取走鐵馬堵塞龍和道。凌晨零時 26 分左右，龍和道和龍

匯路有大約 200 名示威者聚集（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

及新聞直播影片）。  
 

 
 大約同一時間，七支衝鋒隊小隊，加上特別戰術小隊的支援，抵達

立法會綜合大樓增援（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新聞直

播影片）。  

 
 凌晨 1 時，有更多示威者在龍和道用鐵馬、大型垃圾桶和其他雜

物堵塞路面及隧道。凌晨 1 時 32 分，大約 550 名防暴警務人員到

場，把示威者從立法會道向西面的添馬公園及龍和道驅散，以及沿

添美道及夏慤道向東面驅散。警方目睹部分示威者手持滅火筒，亦

 
圖片 7-8：一名警務人員在立法會「圓鼓底」範圍的衝突當中  

眼部受傷，隨後遭鐵枝擊中  
（圖片來源：《香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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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示威者在政府總部一帶行人路掘磚頭。新聞影片拍攝到部分警

務人員採取驅散行動期間，用盾牌推撞記者，並呼喝他們離開現場

（請參閱圖片 7-9）（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新聞直

播影片）。  

 

 
 凌晨 2 時 05 分，一批示威者被警方驅散到分域街一帶，他們沿告

士打道東行線步行至灣仔，並用鐵馬、巴士站牌及垃圾桶堵塞告士

打道（請參閱圖片 7-10）。另一批被警方驅散到添馬公園的示威者

則向中環碼頭方向前行（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新聞

直播影片）。  

 

 
圖片 7-9：警方在執行驅散行動時也同時驅趕記者  

（圖片來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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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 2 時 19 分，警察機動部隊兩支小隊組成防線，驅散聚集在入

境事務大樓對開告士打道的人群（請參閱圖片 7-11），另外兩支小

隊則驅散海富中心外的人群（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

新聞直播影片）。  

 

 
圖片 7-10：示威者用巴士站牌和大型垃圾箱堵塞告士打道  

（圖片來源：《香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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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 2 時 50 分，警方在舊灣仔警署外包圍 358 名示威者（請參閱

圖片 7-12 及圖片 7-13）。此時大部分示威者已經散去，警方亦重

開告士打道（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新聞直播影片）。  

 
 清晨 6 時，警方完成搜查該 358 名示威者，在登記他們的身份證

後便放行（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圖片 7-11：警方在灣仔告士打道驅散人群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Facebook 專頁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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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7-12（上）及圖片 7-13（下）：凌晨 2 時 50 分，  

警方在舊灣仔警署外包圍 358 名示威者  
（圖片來源：《香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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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訴訴警警方方  
 
7.17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警方在 2019 年 6 月 9 日的行動一共

衍生 23 宗須匯報投訴及五宗須知會投訴，當中 23 宗須匯報投訴的性

質如下：  

 
 兩宗投訴涉及市民指控警務人員不禮貌和使用粗言穢語。  

 八宗投訴涉及市民指控警務人員：  

(a)  推撞、拉扯和拖行示威者；及  

(b)  用警棍毆打示威者。  

 13 宗投訴涉及記者指控警務人員：  

(a)  用盾牌和強光電筒阻礙記者拍照、攝錄和報道現場情況；  

(b)  用盾牌推撞並不禮貌地驅趕記者；及  

(c)  對記者使用警棍。  

 
警警方方的的回回應應  
 
7.18  警方管理層就當日事件向監警會提出多項觀察，詳列如下：  

 
警方 6 月 9 日前收集的情報  
 
7.19  有網民呼籲民眾於大型公眾活動期間投擲水樽、磚頭、石頭和

汽油彈。  

 
7.20  香港獨立聯盟和學生動源在 Facebook 發布訊息，指遊行之後將

有重要消息宣布，呼籲支持者留守。  

 
行動計劃  
 
「踏浪者行動」首個相關行動指令  
 
7.21  由於《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遭受強烈反對，並觸發連串大型公

眾活動（大部分為和平遊行），警方預料問題將會出現，遂於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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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發出「踏浪者行動」的行動指令。  

 
7.22  由於情報顯示部分示威者可能會以暴力阻礙政府總部運作，並

阻止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進出大樓，警方行動的目標是保護整個政

府總部，確保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安全進出而不受阻。  

 
警方的應變部隊  

 
7.23  2014 年「佔領事件」後，警方確立「應變部隊」的概念，以更

妥善管理人手和拘捕行動所涉及的證據鏈。警方處理大型公眾活動時，

會重新調配人手，設立應變部隊。現時警隊共有一支總部應變大隊及

五支總區應變大隊，由約 3 000 名警務人員組成。  

 
7.24  每支應變部隊有 500 名警務人員，由一名總警司指揮。總區應

變大隊由以下部分組成： (1)第一梯隊及第二梯隊前線警務人員，即已

接受警察機動部隊訓練的軍裝警務人員，以處理激烈騷亂情況； (2)刑

事調查隊，以處理拘捕和拍攝工作；及 (3)負責支援及後勤工作的行政

人員。  

 
7.25  根據警方處理「佔領事件」的經驗，示威者在被捕時會激烈反

抗，因此特別戰術小隊在 2015 年 4 月正式成立，目的是在涉及或預計

涉及擾亂公安的事件（如嚴重或長期非法佔領或堵塞道路、嚴重威脅

公眾安全、對警方作出暴力行為）提供戰術能力，快速採取拘捕行動。

如情況需要，他們將被部署為警察機動部隊提供增援。   

 
警方於 6 月 9 日事件的部署  
 
7.26  警方一共部署 3 197 名警務人員處理 6 月 9 日清晨 5 時至 6 月

10 日清晨 5 時發生的事件。  

   
警方對 6 月 9 日事件的處理  
 
7.27  6 月 9 日的大型公眾活動獲發「不反對通知書」，活動原定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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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 30 分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開始，至晚上 11 時 59 分於中環添美

道結束。主辦單位原先估計參與人數為 5 000 人，警方記錄最高峰時有

24 萬人（而民陣聲稱參與人數為 103 萬）。  

 
7.28  當日的公眾集會及遊行大致和平進行，但部分示威者在主辦單

位宣布遊行完結後轉趨暴力。遊行於晚上 10 時結束後，數百名激進示

威者拒絕離開立法會綜合大樓。他們衝擊警方防線，並在路上擺放雜

物，嘗試堵塞及佔據附近主要道路，其後立法會道、添美道及龍匯道亦

被非法佔據。  

 
7.29  激進示威者隨後拆除立法會綜合大樓指定公眾集會區的鐵馬，

用以衝擊大樓及警方防線。他們之後再將暴力升級，向警務人員投擲

鐵枝、鐵馬及水樽。  

 
7.30  在多次警告無效後，更多警務人員被部署前往立法會綜合大樓

增援，並展開清場行動，驅散示威者。凌晨 2 時 53 分，大部分示威者

從告士打道被驅散，情況大致回復正常。  

 
武力的使用  
 
7.31  6 月 9 日事件中，警方使用了警棍、胡椒泡劑及催淚水劑驅散

示威者。  

 
應對傳媒的手法  
 
7.32  6 月 9 日，42 名警察傳媒聯絡隊人員被部署到港島區協助傳媒

聯繫工作。  

 
7.33  警方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的大型公眾活動中，在應對

傳媒方面遇到困難。大量記者在行動現場阻礙警方有效執行職務，部

分記者刻意站在警方防線前，與警方保持零距離，分隔示威者和警方。

他們站在兩者中間，令警方行動的成效降低，對警方執行職務造成嚴

重困難，現場部署的警察傳媒聯絡隊人員亦無法時刻完全管理大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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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傳媒。  

 
7.34  新聞及傳媒工作者身份的真確性亦受到關注。現時並無任何組

織負責傳媒機構登記，以核實他們的身份。警方相信與他們保持零距

離的「假傳媒」是示威者採取的策略，以故意阻礙或拖延警方行動。此

外，越來越多記者自稱「網媒」，其身份無法透過正式途徑核實，他們

應否被視為「正式傳媒」值得商榷。   

 
7.35  警方已盡量配合新聞傳媒的工作，與傳媒互諒互讓。警察傳媒

聯絡隊需負責核實現場傳媒身份的真確性。  

 
監監警警會會的的觀觀察察  
 
7.36  就 6 月 9 日事件的發生經過，監警會有以下觀察：  

 
(a)  警方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的處理手法；  

(b)  警方驅散示威者期間所使用的武力；及  

(c)  警方應對記者的手法。  

 
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予遊行人士  

 
7.37  警方的策略要顧及和平大型公眾活動的權利，以便大型公眾活

動順利進行，這亦無可避免地為其他道路使用者帶來不便。每當遊行

隊伍途經軒尼詩道（遊行一般都在維多利亞公園出發），並在灣仔、金

鐘或中環作結，警方和活動主辦單位均會討論應否開放軒尼詩道東行

線予遊行隊伍。  

 
7.38  警方曾指出有多方面的考慮因素。第一，如遊行隊伍佔用整條

軒尼詩道，將會對附近交通造成影響。第二，須預留軒尼詩道東行線作

緊急車輛通道用途。第三，灣仔消防局位於軒尼詩道與堅拿道交界，如

遊行隊伍佔用軒尼詩道東行線，消防局的緊急服務將受到嚴重影響。

監警會充分了解警方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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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另一方面，遊行主辦單位希望警方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以容

納更多人參與遊行，假如遊行人數眾多，亦有助疏導人潮。而且，開放

軒尼詩道東行線不僅可以縮短遊行時間，亦可以減低遊行期間發生意

外的風險，例如發生人踩人的情況。監警會亦理解遊行主辦單位的立

場。  

 
7.40  至於應否開放東行線的問題，應視乎當時現場實際情況而定，

並需考慮多項因素，如遊行人數，隊伍前進的速度，以及潛在意外或突

發事故所涉及的安全問題。當遊行人數較少而遊行速度正常時，應以

警方的考慮為主。然而，當參加者眾多而且遊行速度緩慢，便必須以遊

行人士的安全為大前提。開放道路與否並無絕對答案，應由警方與主

辦單位溝通並在衡量所有因素後作出判斷。  

 
7.41  作為主辦單位，民陣原先估計 6 月 9 日的公眾集會約有 5 000

人參加。此數字顯然不足作為使用東行線的依據。即使維園聚集大量

遊行人士，而主辦單位也較原定計劃提前 40 分鐘開始遊行，當時或許

仍未有必要開放東行線。直至下午 4 時 02 分，軒尼詩道與堅拿道交界

的遊行人數眾多，不少人已經湧出東行線，警方應該因應情況考慮開

放東行線。但警方卻舉起紅旗警告遊行人士，此舉有可能對人群的心

理及群眾互動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原本和平的遊行發生事故。警方最

終於下午 4 時 30 分開放東行線。監警會注意到警方在事後已汲取教

訓，以更靈活的方式考慮是否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事實上，警方在 6

月 16 日 (星期日 )和 7 月 1 日 (星期一 )，分別早於下午 3 時正和下午 3

時 11 分便開放相關路段予遊行隊伍。  

 
警方驅散示威者期間的武力使用  

 
7.42  傳媒報道 6 月 9 日的遊行大致和平，部分新聞報道則譴責激進

示威者午夜過後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 11，有新聞錄

                                                      
11 《商報》(2019年 6月 11日)。〈狂徒暴力衝擊立會 8 警受傷 警方指有組織有預謀有準備〉。 
《信報》(2019年 6月 11日)。〈警疑凌晨衝擊有預謀 拘 12人〉。 
香港仔 (2019年 6月 10日)。遊行後夜襲立會 暴徒衝擊警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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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段拍攝到部分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的衝突事

件中，一名警務人員遭部分暴力示威者襲擊，導致其眼部嚴重受傷，隨

後更被一枝相信是從鐵馬拆出來的鐵枝擊中。有新聞報道指警方從示

威者身上搜出武器和可疑裝備，例如眼罩、口罩、索帶、剪刀、鎅刀及

大量打火機。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的花槽亦發現長矛、電鋸和鎚 12，顯

示當晚的衝突乃部分暴力示威者預早計劃的。  

 
7.43  然而，部分新聞報道批評警方使用過度武力驅散示威者，以及

遊行後留守政府總部一帶的人士。有新聞錄影片段拍攝到部分警務人

員制伏示威者或在地上拖行示威者 13。警方提供的資料證實在 6 月 9 日

的衝突中，警務人員曾經使用警棍、胡椒泡劑及催淚水劑驅散示威者。

外界關注警方的武力使用是否合理、必要、以及武力程度是否與示威

者構成的威脅相稱。  

 
7.44  根據警方內部規管武力使用指引的原則，警務人員所使用的武

力必須是為達到目的而須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在達到目的後，必須

立即停止使用武力，而所使用的武力在當時情況下必須是合理的。警

方使用的武力程度適當與否，須視乎目標人物的對抗程度、警務人員

所判斷的威脅程度和人員本身的能力。為了有效控制對方，警務人員

可以使用較目標人物的對抗行為高一個層次的武力。如情況許可，警

務人員應向對方發出警告，說明使用武力的意圖，及將使用何種武力

和武力程度。同時，在可行範圍內，應盡量在武力使用前讓對方有機會

                                                      
《東方日報》(2019年 6月 10日)。〈煽動群眾衝擊 堵立會搞佔領〉。 
《成報》(2019年 6月 10日)。〈立會門外 龍和道午夜爆衝突 盧偉聰：強烈譴責 數百神秘口罩人擲鐵 
馬 長竹藏刀圖刺警〉。 
《星島日報》(2019年 6月 11日)。〈示威者疑製造催淚彈假像〉。 
《大公報》(2019年 6月 10日)。〈亂港派縱火堵路衝擊立會 多名警員受傷 遊行變暴亂 通宵大混亂〉。 
《大公報》(2019年 6月 11日)。〈暴徒衝立會 團體齊譴責〉。 
《文匯報》(2019 年 6 月 10 日)。〈暴徒夜襲立會 衝防線傷警員 「獨人」現場策劃 持鐵馬攻擊 警胡
椒噴霧控制場面〉。 

12 《明報》(2019年 6月 11日)。〈留守衝突 19示威者被捕 358摘名 八成被記身份者 16至 25歲 警:日
後 或檢控〉。 
《商報》(2019年 6月 11日)。〈梁君彥展示長矛電鋸圖片證暴力〉。 

13 《am730》(2019年 6月 11日)。〈立法會外午夜起衝突 19人被捕多人受傷〉。 
社媒 (2019年 6月 10日)。〈立法會示威區清場其間，有示威者被警員制服後，頭部被撞向金屬防
護欄，再被扔至防護欄後方地上昏迷〉。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UnitedSocialPress/videos/vb.579827748716829/206653967680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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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警方命令，當目的達到後便須立即停止使用武力。  

 
7.45  警方的武力使用指引允許警務人員如果面對「頑強對抗」，即

「作出實質行動抗拒人員的控制，其行為可能引致他自己或其他人受

傷」時，可使用胡椒泡劑和催淚水劑。警務人員如面對「暴力攻擊」，

即「肢體毆打引致或相當可能引致他人身體受傷」時，可使用警棍。警

務人員應自行判斷何謂合理的武力程度，並需為所採取的行動負責。

因此在現行法律制度下，武力使用屬警務人員的個人責任，他們須遵

守法律和警隊的武力使用守則。  

 
7.46  使用不必要或過度武力與否，需視乎個別事件的實際情況而定  

，尤其視乎事件的起因、示威者的行動和警務人員的判斷。警方的做

法是在每次行動部署後進行檢討，確保所有警務人員遵守相關指引和

程序，並從中汲取教訓。因此，監警會預期警方將會檢討所有事件，以

及若有充分理據時，將在處理大型公眾活動中未有遵循警隊指引及法

例的警務人員按章處理。若警方發現任何警務人員違反法例及警隊指

引，監警會以及公眾都期望警方採取必要行動起訴或懲處相關警務人

員。在 2020 年 3 月 2 日及 7 日，處長公開透露，警方管理層已採取即

時行動，訓斥 21 名在處理《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相關的大型公眾活動

時可能涉及不當行為的警務人員。處長進一步表明，這並不表示警方

不會採取進一步的調查。相關事件衍生若干須匯報投訴，監警會將按

現行機制處理這些投訴個案。  

 
警方應對記者的手法  

 
7.47  根據警方內部指引，警方處理傳媒的原則是要與傳媒建立長遠

而具建設性的關係。警察公共關係科負責協調警方和傳媒兩者不同的

工作需要，以減少誤會，避免雙方發生衝突。現場警務人員應盡量配合

傳媒的工作，與傳媒互諒互讓，亦不應防礙傳媒的攝錄工作，警察公共

關係科在處理大型公眾活動中的角色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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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警隊設有傳媒聯絡隊 14，擔當警方與傳媒之間的橋樑，在不影響

警方行動效率和部署的可行範圍內，便利雙方工作。警察傳媒聯絡隊

的隊員來自不同警區，乃自願兼任有關職務。傳媒聯絡隊安排其成員

到現場協助及配合傳媒工作，與傳媒溝通及處理傳媒有關的事件。警

察傳媒聯絡隊可藉此為前線警務人員分擔傳媒聯絡的工作，讓前線警

務人員可專注行動職務。  
 
7.49  2019 年 6 月 9 日，警方部署 42 名警察傳媒聯絡隊人員到現場。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當日的活動引致記者向警務人員作出 13 宗投

訴，包括：  

 
(a)  用盾牌和強光電筒阻礙記者拍照、攝錄和報道現場情況；  

(b)  用盾牌推撞記者和不禮貌地驅趕記者；及  

(c)  對記者使用警棍。  
 
有新聞影片拍攝到部分投訴個案涉及的事件，有關投訴個案將按既定

程序處理。  
 

7.50  監警會明白警方與傳媒建立長遠且具建設性的關係十分重要，

並理解記者需竭盡所能報道現場情況。監警會同時關注記者採訪期間，

其人身安全可能會受到威脅，亦可能阻礙前線警務人員的行動。新聞

自由固然重要，惟記者、遊行人士和警務人員的自身安全，以及維持治

安同樣重要，各方面均須取得平衡。監警會留意到警察公共關係科並

未就大型公眾活動制定採訪注意事項，以供記者參考。  
 
監監警警會會根根據據《《監監警警會會條條例例》》第第 8(1)(c)條條作作出出的的建建議議  

 
7.51  根據至今收集所得的資料，警方當天顯然並非一開始就主動使

用武力。警方是在面對部份暴力示威者的暴力行為下，以武力作出回

應。然而，警方管理層可從上述事件當中汲取教訓，以助日後實踐「及

早防犯，及早管控，及早介入」的警務理念。上述事件證明和平大型公

                                                      
14 警方在 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首次部署傳媒聯絡隊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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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活動有可能因激進分子的行為而演變成暴力襲擊，而 2019 年 6 月 9

日的事件正是這場演變的開端。  
 
7.52  就 6 月 9 日的事件衍生 13 宗由記者作出的投訴，清楚顯示警

方與傳媒的溝通和協調有改善空間。  
 
7.53  至於是否開放軒尼詩道東行線予遊行人士，當中並沒有絕對答

案。監警會留意到警方已從 6 月 9 日的事件汲取教訓，並在 6 月 16 日

及 7 月 1 日的遊行中採取更主動而靈活的處理手法。  
 
7.54  監警會認為，警方管理層應從 6 月 9 日的事件中學習並檢討，

制訂可減少衝突的策略和戰術，以應對類似的情況。就此，會方建議警

方管理層作出以下檢討：  

 
(a)  檢討如何能有效確保警務人員在武力使用時嚴格遵守相關指引，

包括修訂培訓模式，以處理類似近期的情況。  

 
(b)  檢討是否有需要與傳媒共同草擬一份工作守則，讓警務人員及

記者在履行各自的職責之餘，亦可確保各方安全。有關工作守

則應至少涵蓋以下範疇：  

 
(i)  如何識別記者；  

(ii)  鼓勵傳媒機構自發制定及定時更新記者名單；  

(iii)  探討警方與傳媒之間保持安全距離的規定；以及  

(iv)  推廣這份共同擬訂的工作守則。  

 
(c)  在高級管理層面訂立程序，監察及檢討遊行活動的現場情況，

以便更主動地決定是否開放更多行車線予遊行隊伍。警方應檢

討其點算遊行人數的方法，讓警方可以充分考慮遊行活動的發

展及參與人數的變化，以協助其就開放哪條道路作出迅速決定。 

 
7.55  上述建議應與監警會在報告《第六章：警方處理公眾活動的武

力使用》中作出的建議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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