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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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一一章章 

序序言言 
 
起起因因及及涵涵蓋蓋範範圍圍 
 
1.1 是次專題審視工作規模龐大，是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監

警會 )歷來首度在兩層架構投訴警察制度 1下，在警方作出全面調查前便開

展審視工作。在現行制度下，香港警務處的投訴警察課負責接收和調查投

訴，監警會則負責監察調查及審核調查結果，並向警務處處長 (處長) ，以

及在有需要時，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政長官)作出意見。如監警

會認為適當，會就警隊的常規或程序作出改善建議。  

 
1.2 監警會的法定職能詳列於《監警會條例》第 8(1)條。2 同時，該條

例第 8(2)條亦賦予會方權力：「可作出為執行它在本條例下的職能而合理

地需要作出，或附帶於或有助於執行該等職能的所有事情。」。是次審視

工作是按監警會的職權範圍進行。  

 
1.3 監警會過往曾經在投訴警察課完成投訴調查後，就個別事件或議

題進行審視工作。例如有關時任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報告，事件不僅衍生

對警察的投訴，亦引起公眾關注警方就該訪港活動所採取的保安安排。該

次審視工作目的是讓公眾知悉監警會就投訴個案的審核結果，以及對警方

作出的建議，希望從事件中汲取教訓，協助警方改善未來的行動。    

 

                                                      
1  有關「兩層投訴警察制度」的詳情，請參閱《第五章》。 
2  監警會的職能是 — 

(a) 觀察、監察和覆檢處長對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並(如監警會認為適當)就須匯報投訴的處理
或調查，向處長或行政長官或兼向上述兩者作出建議； 

(b) 監察處長已經或將會在與須匯報投訴有關連的情況下對任何警隊成員採取的行動，並(如監警會認
為適當)向處長或行政長官提供或兼向上述兩者提供它對該行動的意見； 

(c) 在警隊採納的常規或程序中，找出已經或可能會引致須匯報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並(如監警會
認為適當)就該等常規或程序，向處長或行政長官或兼向上述兩者作出建議； 

(d) 覆檢處長依據本條例向它呈交的任何事項； 
(e) 加強公眾對監警會的角色的認識；及 
(f) (在不限制上文的一般性的原則下)由或根據本條例或其他條例授予它的任何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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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監警會履行職責時，每年均會就已經引致或可能引致須匯報投訴

的警務程序及常規，向處長作出建議。 3 過去五年，會方曾作出的建議數

量如下：  

 
監警會年報  向警方作出建議的數量  

2018/19  23  
2017/18  26 
2016/17  10  
2015/16  17  
2014/15  14  

表格  1-1 監警會在 2014/15 至 2018/19 年度向警方作出的建議數量  

 
1.5 自 2019 年 6 月 9 日起，本港爆發大規模示威，當中涉及暴力的程

度乃 1967 年以來未曾見過。警隊作為維持治安的主要機構，有責任處理

示威以及當中涉及的暴力事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於 2019 年 3月

29 日向立法會提交的《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觸發了連串示威活動。雖然政府在 2019年 6月 15

日宣布擱置《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並在 9 月初宣布正式撤回該草案，但

示威活動並沒有停止，而且更越趨暴力。是次審視工作涵蓋示威期間的六

個特定事件日子和兩項選定議題的事實，並概覽自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3月的示威活動，以及相應的警方行動。   

 
1.6 本審視工作涵蓋 2019 年 6 月 9 日起的大型公眾活動，有三個目的：   

 
(a)  協助監警會以宏觀角度了解上述期間的大型公眾活動，以便會方

審核投訴警察課就投訴個案的調查時，更有效地履行其職能；  

 
(b)  從連串事件中汲取教訓，並向警方作出改善建議，以助警方在未

來行動中避免衍生投訴；及  

 
(c)  加強公眾對監警會工作的認識。   

                                                      
3  有關建議詳請可參閱監警會歷年的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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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至 7 月 5 日，鑑於連串大型公眾活動已衍生了 53 宗須匯報投訴和

68 宗須知會投訴，監警會於當天的特別內務會議上決定展開是次審視工作，

認為審視工作將提供所需的宏觀場景，讓會方有效履行其職能，審核投訴

警察課調查投訴的結果。審視工作會涵蓋 6 月 9 日至 7 月 2 日的大型公眾

活動以及警方的行動。會方同日發出新聞稿，公布有關決定。  

 
1.8 監警會成立專案組，由副秘書長(行動)帶領具審核投訴警察課調查

報告經驗的秘書處職員，由督導委員會監督，成員包括嚴重投訴個案委員

會主席、運作及程序諮詢委員會主席、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和宣傳及意見

調查委員會主席。  

 
1.9 行政長官及處長均歡迎監警會進行是次專題審視工作的決定，並

承諾給予會方支持，以及提供會方審視工作所需的資料。監警會亦表示擬

公布專題審視工作報告(報告)。由於審視工作計劃涵蓋 2019 年 6月 9 日至

7月 2日之間的事件，行政長官希望能夠在 6個月內(亦即 2020年 1月初)，

完成及公布該報告。   

 
1.10  監警會呼籲公眾人士透過特別設立的專用電郵及熱線電話提供資

料。截至 2019 年 8 月中，監警會接獲超過 24 000 份包含文字、圖片、錄

影片段及超連結的資料。  

 
1.11  與此同時，是次大型公眾活動衍生的所有投訴均被視為嚴重投訴

個案，並由監警會的嚴重投訴個案委員會監察。而相關的會面及搜證工作

亦會由一名委員或一位由保安局委任的 120 名觀察員中的觀察員，協助會

方作出觀察工作。  

 
1.12  示威活動在 2019 年 7 月 1 日後仍然持續，而且越趨頻繁和激烈，

衍生對警方的投訴亦有所增加。在 2019 年 7 月 21 日，元朗發生的一宗重

大事件引發對警方涉嫌與黑社會勾結的指控，事件亦衍生大量投訴。接著，

2019 年 8 月 11 日發生多項大型示威活動，導致警方在葵芳港鐵站內施放

一枚催淚彈，引起公眾廣泛關注。有見及此，監警會在 2019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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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召開特別內務會議，決定延伸審視工作範圍並涵蓋元朗和葵芳站事件。  

 
1.13  然而，示威活動依然持續及升級。在 2019年 8月 31日，全港多區

再次爆發示威活動後，警方在港鐵太子站內採取的行動引致多名示威者受

傷。消防處和警方匯報的示威者受傷人數混亂不清，令外界揣測有未獲報

告的死亡個案。又因港鐵以保護私隱為由，拒絕公開站內閉路電視片段，

使該揣測更趨熾熱。由於事件嚴重及引起公眾廣泛關注，監警會亦將此事

件亦納入審視工作範圍。  

 
1.14  示威活動持續蔓延，其規模、暴力及破壞程度自 8月底起與日俱增，

日益嚴重，並延續至 2020 年 3月。因此，本審視的內容包括：  

 
(a)  2019年 6月 9日至 2020年 3月的大型公眾活動概覽(《第四章》)；   

 
(b)  審視下述六個特定事件日子：  

(i)  2019 年 6 月 9 日(《第七章》)；  

(ii)  2019 年 6 月 12日(《第八章》)；  

(iii)  2019 年 7 月 1 日(《第九章》)；  

(iv)  2019 年 7 月 21日(元朗事件)( 《第十章》)；  

(v)  2019 年 8 月 11日(葵芳站及太古站事件)( 《第十一章》)；及  

(vi)  2019 年 8 月 31日(太子站事件)(  《第十二章》)。  

 
1.15  挑選以上六個事件日子是基於當中涉及的投訴個案眾多(包括須匯

報投訴和須知會投訴 )，以及公眾對這些事件的關注。而這些事件亦見證

了示威活動及其戰術的演變，以及警方策略相應的變化。  

 
1.16  審視工作除了提供宏觀場景的概覽章節(《第四章》)及各個特定事

件日子的事件資料外(《第七章》至《第十二章》)，亦包括兩項受公眾關

注的議題：  

 
(a)  大型公眾活動期間的警員身份識別(《第十三章》)；以及  

 
(b)  新屋嶺扣留中心的拘留安排(《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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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項議題均衍生投訴，而從傳媒報道亦可見公眾甚表關注。 

 
專專題題審審視視的的性性質質  
 
1.17  監警會並無調查權力，本審視工作亦不會處理個別警務人員的行

為，此乃處長透過投訴警察課進行的工作，以及按《警隊條例》對警務人

員可作出的紀律懲處。會方與公眾一樣，都期望處長堅定及公正地採取相

關行動確保警隊的誠信，並維持公眾的信任。  

 
1.18  雖然會方沒有強制的權力做資料搜集，但有賴處長和其他公營機

構的支持提供相關資料。會方亦由公眾人士和其他途徑包括傳媒的公用領

域獲取相當資料。會方謹此鳴謝國際專家小組就本審視工作提供意見和協

助。  

 
接接獲獲的的投投訴訴 

 
1.19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為止，投訴警察課已接獲 542 宗須匯報投

訴。監警會尚待審核投訴警察課正在調查中的投訴個案。《第五章：投訴

摘要》羅列了投訴個案的性質及數量，以便更深入了解過去多個月的大型

公眾活動。  

 
相相關關原原則則 

 
1.20  警方負責維持社會法治，有關工作須依法進行。警隊有警察通例

和守則規範武力使用。相關法律及警察通例和守則提供了重要觀點，以考

慮警方就 2019年 6月起的大型公眾活動中所採取的相應行動。審視工作報

告亦有章節就此作出闡述。  

 
警警務務人人員員、、示示威威者者及及公公眾眾人人士士的的觀觀感感  
 
1.21  為協助監警會更清晰了解上述期間的大型公眾活動及相應的警方

行動，會方委託獨立學者進行兩項調查研究，其中一項是關於警務人員對

自己作為執法人員的身份的觀感，另一項則關於示威者和公眾人士對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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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應行動的觀感。《第十五章》總結了相關調查研究結果，而整份調查

研究報告可在監警會網站參閱。  

 
審審視視報報告告的的局局限限  
 
1.22  本審視工作旨在盡可能提供上述期間的大型公眾活動及警方相應

行動的全貌，從中汲取教訓，以助會方向處長作出改善建議。監警會知悉

是次審視工作僅涵蓋迄今為止可收集得到的事實，故報告可能未臻完善。  

 
專專題題審審視視報報告告 
 
1.23  監警會在 2020年 4月 24日的特別內務會議上，委員一致通過專題

審視報告內容及(1)根據《監警會條例》第 30 條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2)

根據《監警會條例》第 8 (1)(c)條向處長提交報告，及(3)向公眾公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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