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

第十五章．警務人員、示威者和公眾人士的觀感

第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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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五五章章  

警警務務人人員員、、示示威威者者和和公公眾眾人人士士的的觀觀感感  
 
序序言言  
 
15.1  為了分別了解警務人員的觀感，以及示威者和公眾人士的觀感，

監警會委託學者進行兩項獨立研究。會方相信有必要進行獨立研究，以釐

清事實，而且相關意見調查可供處長及有關部門作日後擬定政策的參考。

然而，必須謹記所有研究均在時間和研究方法方面 (包括研究問卷當中設

定的問題 )有所局限。因此，讀者參考這些研究結果時，必須自行作出判

斷。  

 
15.2  投訴警察通常由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期間與公眾人士接觸時而衍

生，按照常理假設，投訴的基礎源自涉事警務人員與投訴人互動期間的客

觀事實，但實際上促使投訴人提出投訴的關鍵因素，在於投訴人對以下各

項的觀感： (1)投訴人行為的合法性； (2)警務人員就投訴人行為所採取行

動的合理性；及 (3)警務人員與投訴人對雙方的態度，警務人員對投訴人

及其行為的觀感和態度，以及警務人員作為執法人員的角色，均影響其行

動而衍生投訴。不論投訴是否有根有據，投訴人與有關警務人員相互之間

的觀感、行為和舉動，均為引致投訴的關鍵因素。  

 
15.3  截至 2 月底，警方在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間處理大型

公眾活動的行動，一共衍生 542 宗須匯報投訴和 1 099 宗須知會投訴，合

共 1 641 宗投訴。從處理投訴和預防投訴的角度來看，監警會了解前線警

務人員，示威者及公眾人士以下各方面的觀感，將有助會方向警隊作出建

議：  

 
(a)  找出警務人員對於公眾人士、和平示威者及部分示威者暴力行為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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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找出警務人員就大型公眾活動中的警務工作有何觀感，對警隊處

理大型公眾活動方式的觀感，尤其是對於使用武力應對部分示威

者的暴力行為方面有何觀感，以及對於團隊中主管及同僚方面有

何觀感。  

(c)  找出警務人員對於工作是否有滿足感，尤其考慮到工作所帶來的

沉重壓力。  

(d)  找出持份者 (即示威者 )在研究進行期間參與大型公眾活動的原

因和期望。  

 
15.4  為此，監警會委託倫敦大學學院的學者，對隨機挑選的警務人員

進行研究，同時委託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學者，

對示威者和公眾人士進行研究。本章闡述上述兩項研究結果摘要 1，而兩

項研究的完整報告則載於監警會網站。  

  
倫倫敦敦大大學學學學院院的的學學者者對對警警務務人人員員進進行行研研究究  
 
15.5  警隊抱負，目標及價值觀如下 2:  

 
抱負 

使香港繼續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及穩定的社會  

為確保社會安穩，香港警隊務必：  

 維護法紀  

 維持治安  

 防止及偵破罪案  

                                                      
1 本章在概述兩項研究的結果，即第 15.6 至 15.44 段，為更簡便而使用「示威」這個用詞，意指大型公眾活

動。 
2 香港警務處網頁 https://www.police.gov.hk/ppp_en/01_about_us/v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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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與市民大眾及其他機構維持緊密合作和聯繫  

 凡事悉力以赴，力求做得最好  

 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價值觀  

 正直及誠實的品格  

 尊重市民及警隊成員的個人權利  

 以公正、無私和體諒的態度去處事和對人  

 承擔責任及接受問責  

 專業精神  

 致力提供優質服務達至精益求精  

 盡量配合環境的轉變  

 對內、對外均維持有效的溝通  

 
社會期望警務人員在執法時，謹守上述共同的目標及價值觀。過去 10 個

月中，警務人員承受沉重壓力。是次意見調查目的是了解這些警務人員的

目標及價值觀，有沒有被打擊。  

 
15.6  倫敦大學學院的學者對警務人員進行的研究涵蓋三部分：  

 
(a)  向隨機挑選的 485 名前線警務人員發放網上問卷；  

(b)  與隨機挑選的 18 名警務人員進行個別面談；及  

(c)  舉行小組討論，每個小組由隨機挑選的七名警務人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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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研究是在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期間進行，亦即大型

公眾活動的中期階段，研究目的是「深入了解大多有參與處理近期的大型

公眾活動的前線警務人員，他們的當前經驗、想法、態度和觀感」 3。研

究結果如下：  

 
警務人員對公眾人士的態度  

 
15.8  受訪的警務人員普遍對公眾人士持正面態度，並認同良好警民關

係的重要性，他們傾向認為公眾人士對警方抱持相同想法。75%受訪警務

人員同意了解社會需要是重要的，59%受訪警務人員同意聽取公眾人士的

意見是重要的。  

 
  

                                                      
3 研究報告全文載於監警會網站 https://www.ipcc.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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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整整體體警警民民態態度度的的觀觀感感  

 
 
15.9  然而，受訪警務人員對於近期的示威有否影響警民關係，持有不

同想法。  

 
(在本章節中，藍色對話框的內容是選自受訪警務人員的說話，當中乃受

訪警務人員對有關問題的典型及最具代表性的回應 /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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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人員對和平示威者的觀感  

 
15.10  83%受訪警務人員同意應該為和平示威提供便利，58%受訪警務

人員同意「警方應與這些示威者合作，以確保示威得以和平進行」。然而，

61%受訪警務人員關注和平示威者不守法，對於能否在和平示威中執行警

務工作，感到模稜兩可。  

 

  

15.11  相比起一般公眾人士，警務人員覺得自己與和平示威者之間有更

大距離感。大部分對和平示威者持普遍負面看法的警務人員，均認為和平

示威者同樣對警方持負面看法。  

 
警務人員對暴力示威者的觀感  

 
15.12  受訪警務人員對暴力示威和暴力示威者的評價更加負面，90%受

訪警務人員認為暴力示威者罔顧法紀，只有 22%受訪警務人員同意「警

方應與這些暴力示威者合作，以確保示威得以和平進行」。大多數受訪警

務人員覺得自己與暴力示威者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感，對暴力示威者持非

常負面的看法，並且認為暴力示威者同樣對警方抱持類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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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於於警警方方與與暴暴力力示示威威者者之之間間的的關關係係的的整整體體觀觀感感  

 
 
警務人員在示威中執行警務工作的經驗  
 
15.13  研究中的受訪警務人員自從 2019 年 6 月起（直至 2019 年 10 月

進行研究為止），平均有 47%的時間執行示威活動相關的警務工作。他們

平均每星期工作 5.6 天，平均每天工作 13.5 小時。在面談和小組討論中，

全部受訪警務人員均談及示威活動期間的工作時間較長。  

 
15.14  50%受訪警務人員試過最少一次與示威者發生言語衝突，至於使

用武力、遇襲和受傷的經歷則較少，36%受訪警務人員報稱在示威活動執

行警務工作期間曾經遇襲，20%報稱受傷，32%報稱曾經在示威中使用武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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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在獲取同僚支持方面，受訪警務人員傾向有非常正面的體驗，並

認為近期的事件令警隊內部關係更團結，讓同僚之間有更多機會建立緊

密關係，以及更多機會與同僚緊密合作。大部分受訪者經常感覺自己得到

其他警務人員的信任和支持，亦得到同僚的信任，而且團隊內部溝通良好

（詳情請參閱下列圖表）。  

 

 
 
15.16  對於大多數警務人員來說，警務人員的身份很重要。82%受訪警

務人員同意「身為警務人員這個身份對我很重要」， 84%受訪警務人員則

感覺自己與其他警務人員關係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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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人員對其主管和警隊架構的觀感  
 
15.17  受訪警務人員傾向對其直屬上司觀感正面，71%受訪警務人員表

示主管對他們很尊重。然而，分別有三分之一及一半受訪者認為其主管只

是間中或甚少按程序公義對待他們。警務人員對於分配公義 (即在獎勵和

工作分配方面的公平程度 )，觀感沒那麼正面。只有 33%受訪警務人員同

意自己的工作得到公平回報，33%受訪警務人員同意自己獲分配的工作量

屬公平。  

 
警務人員對於與示威相關的工作的觀感  
 
15.18  受訪警務人員對於與示威相關的工作看法不一，51%受訪警務人

員對警隊處理示威的方式觀感正面，但只有 29%受訪警務人員認為，警

隊有竭盡所能，處理示威活動為警務人員帶來的壓力。  

 
15.19  警務人員認為警方在示威期間使用武力有合理、正當理由，並合

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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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22%受訪警務人員對於自己被指示執行的警務工作感到不安。  

 
警務人員的自我形象以及對警務工作的理想  
 
15.20  受訪警務人員對於自己身為和平守護者的合法地位，相對上有較

為強烈的意識，68%受訪警務人員對於獲賦予的權力感到信心。然而，很

多警務人員對於自己行使職權的能力稍欠清晰，只有 46%受訪警務人員

感覺自己擁有足夠權力好好履行職務。  

 
15.21  大多數受訪警務人員認為，以符合程序公義的方式對待公眾人士

是重要的，55%受訪警務人員同意「不論對方的行為如何，我們都應該給

予每一個人同等程度的尊重」。  

 
警務人員的工作滿足感及壓力  
 
15.22  受訪警務人員普遍對工作有高度滿足感，64%受訪警務人員對於

警務人員的工作感到滿意，63%受訪警務人員則表示不會考慮轉換另一份

工作。  

 
15.23  壓力程度同樣高，但不致於極大壓力。28%受訪警務人員經常感

到緊張或繃緊，43%經常感到憤怒，43%經常感到難過。壓力源自多方面，

包括工作時間長、身心俱疲、與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減少、工作壓力，

以及擔心自身和家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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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大大傳傳播播與與民民意意研研究究中中心心對對示示威威者者及及公公眾眾人人士士進進行行的的意意見見調調查查  
 
15.24  中大傳播與民意研究中心學者對示威者及公眾人士進行的意見

調查分為兩部分：  

 
i. 在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期間舉行的 26 次大型集會及示威中，現

場訪問了 17 233 名隨機抽樣的示威者；及  

 
ii.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13 日進行電話訪問，隨機選出電話號

碼，訪問了 2 008 名公眾人士。中大傳播與民意研究中心在 2019

年 5 月至 10 月期間進行了類似電話訪問的數據用於趨勢分析，

由此建立了數據庫，包含 2019 年 5 月至 12 月與參與訪問的 5 

907 名公眾人士。  

 
15.25  意見調查的目的旨在：（ 1）「探討公眾的態度，包括對一般示威

者、暴力示威者、警方以至對香港社會的看法等」，包括公眾對警方及示

威者的情緒，以及（ 2）「找出研究期間示威者暴力行為的原因和期望」，

以及輿論對示威驅動力的看法 4。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現場調查結果  
 
(I) 示威者的示威動機  

 
15.26  根據 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的調查，受訪者中有 85.1%至

94.8%認為，「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是現場受訪者早期參與示威

活動「非常重要」的動機。儘管政府一再重申該草案已經「暫緩」或「壽

終正寢」，但示威者仍然強烈要求政府完全撤回草案，直至政府於 2019 年

9 月 4 日宣布撤回該法案。  

                                                      
4 報告全文載於監警會網站 https://www.ipcc.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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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  根據 80% 至 90%的受訪者表示，參與示威活動的其他「非常重

要」動機包括：（ 1）「不滿警方處理示威活動的手法」（ 2）「不滿警方以暴

動罪控告被捕人士」及（ 3）「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不滿警方

處理示威活動的手法」為「非常重要」動機的受訪者比例，由 7 月中旬的

90.4%上升至 7 月底的 98.3%的高峰 5。 2019 年 7 月 21 日發生的元朗事

件，是 7 月份比率顯著上升的原因。及至 2019 年 12 月初，比率依然高

達 92.9%。  

 
(II)  示威者對示威活動激進化的態度  
 
15.28  隨著示威活動持續，示威者越趨相信激進示威的成效。在示威活

動初期，現場調查受訪者中有 38.2%認為「激進的示威可令政府聆聽民

意」。到後期，比率上升至 60%。2019 年 6 月，約 70%受訪者認同「當政

府一意孤行的時候，抗爭者採取激烈行動是可以理解」。從 2019 年 7 月

下旬開始，比率上升至超過 90%。受訪者認為「激進的示威抗議會令社會

上其他人反感」的比例，從初期（ 6 月）的 50%至 60%，降至後期（ 10 月

至 12 月）的 30%。受訪者不太擔心示威活動激進化，會令他們與公眾變

得疏離。只有 30%的受訪者不認同激進示威者的激進策略。有 80%至 90%

的大多數受訪者相信，和平陣營與激進陣營可產生協同效果。  

 
 

 
 

                                                      
5 報告第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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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人士的電話意見調查結果  
 
(I)  公眾對示威活動的意見  

 
15.29  電話訪問受訪者中有 62.3%支持示威活動，主要原因如下：   

 
(a)  不滿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佔受訪者的 33.5%）；  

(b)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29%）；及  

(c)  捍衛和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及權利（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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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受訪者中有 18%反對示威活動，主要原因如下：  

 
(a)  反對示威者破壞社會或危害公眾（ 46.2%）；及  

(b)  反對示威者使用暴力或進行非法行為（ 25.7%）。  

 

 
 
15.31  17.9%受訪者介乎支持與不支持示威活動之間。  

 
(II)  公眾對示威活動激進化的態度  
 
15.32  儘管示威者對激進行動態度正面，但電話訪問受訪者則大多不贊

同激進示威者採取的激進行動。電話訪問受訪者認為，最無法接受示威者

以下行動：  

 
(a)  向警務人員或警署投擲汽油彈（佔受訪者的 48.5%）；  

(b)  與持不同意見人士發生衝突時使用武力（ 48.4%）；  

(c)  損壞港鐵設施及交通燈等（ 45.6%）；  

(d)  使用武器襲擊警務人員（ 45.2%）；及  

(e)  破壞指定商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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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大多數電話訪問受訪者（ 66.8%至 82.8%）認為，「在香港參與抗

議活動，一定要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然而，受訪者中有 55.7%至 68.4%

認為，當｢大型和平示威都未能令政府回應時，示威者有激烈行動是可以

理解」。儘管 37.7%的受訪者認為激進示威比和平示威更為有效，但 33.5%

的受訪者表示反對，而 27.1%的受訪者則保持中立。  

 

 
 
 
(III) 公眾對警方的觀感  
 
15.34  72.6%的電話訪問受訪者不滿意警方處理示威活動期間的整體

表現。69.5%受訪者表示不滿的主要原因是「警方使用過度武力」；有 13.2%

認為「濫用權力／違反規例」；另有 12.6%歸咎於「任意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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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  與處理示威活動的表現比較，公眾對警方的日常警務工作表現稍

為正面，其中有 45.7%的受訪者表示不滿。受訪者中有 33.1%感到滿意 (警

方整體表現 )，主要原因在於「警察維持公眾安全和秩序／保護民生」，另

有 32.8%的受訪者認為「警方保持克制／他們的表現達到標準」。  

 
 
 



158

第十五章．警務人員、示威者和公眾人士的觀感

第四冊

 
 

 
 
(IV)  公眾對警方行動的觀感  
 
15.36  電話訪問受訪者對警察在示威活動中的許多行動大多感到不滿。

分別有 78.9%和 77.3%的受訪者認為「在衝突現場開實彈槍」及「制服上

未有展示警員編號」屬於最不能接受的警方行動。由 0 至 10 評分，公眾

不滿的警察行動評分如下：  

 
(a)  在衝突現場開實彈槍（ 1.66 分 –最不接受） ;  

(b)  制服上未有展示警員編號（ 1.78 分）；  

(c)  處理不同政見人士衝突的手法（ 2.19 分）；  

(d)  在衝突現場對傳媒的處理手法（ 2.32 分）；  

(e)  在示威現場派出警員喬裝不同人士（ 2.33 分）；及  

(f) 驅散示威人士的做法，例如使用催淚彈、橡膠彈、胡椒噴劑等

（ 2.54 分）。  

 
(V) 公眾對警察的信任度  
 
15.37  由 0 至 10 評分，公眾對警察信任度的評分從 2019 年 5 月的 5.6

分，下降至 2019 年 10 月的 2.6 分。在 9 月至 10 月間，約 50%的電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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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受訪者對警方信任度給予零分。儘管信任度評分在 11 月及 12 月回升

至 2.85 分，但與示威活動發生前的信任度相比仍屬偏低。  

 
(VI)  公眾對警察形象的觀感  
 
15.38  68.8%的電話訪問受訪者表示，隨著示威活動發展，他們對警察

形象的觀感變差。受訪者表示，以下事件導致警方形象變差：  

 
(a)  2019 年 7 月 21 日的元朗事件（根據 82.2%受訪者意見）；  

(b)  2019 年 8 月 31 日的太子站事件（根據 49.8%受訪者意見）；及  

(c)  2019 年 10 月 1 日用實彈擊中一名示威者（根據 38.3%受訪者意

見）。  

 

 
 

15.39  隨著示威活動持續，部分受訪者對警察有更好印象。他們大多說

警察面對困難仍然盡忠職守。在這些受訪者中，有 40.3%對警察要忍受示

威者辱罵表示讚賞；另有 38.5%鑑於警察及其家人遭騷擾及「起底」，對

警察表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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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公眾對示威者形象的觀感  
 
15.40  33.9%的受訪者認為，以嚴重性最高至最低順序排列，下列激進

行為破壞了示威者的形象：  

 
(a)  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士使用武力（ 52.7%）；  

(b)  破壞港鐵設施及交通燈（ 45.5%）；  

(c)  縱火（ 44.7%）；及  

(d)  投擲汽油彈（ 42.5%）。  

 

 
 
(VIII) 市民對警方使用武力的看法  

 
15.41  有較多受訪者認為，使用過度武力的是警方而非示威者。在 8 月

至 12 月的意見調查中，有 67.7%至 71.7%的電話訪問受訪者認為警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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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而 17.4%至 22.7%的電話訪問受訪者則不同意。認

為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受訪者在最後一次意見調查中，被問及有否親身

經歷或目睹警方使用過度武力，67.5%的受訪者回答「無」，32.3%回答「有」。 

 
警方使用過度武力 6  

 
（8 月 7 日至 

8 月 13 日） 

（9 月 5 日至 

9 月 11 日）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4 日） 

 （11 月 7 日至 

12 月 13 日) 

非常同意 51.4% 57.1% 53.7% 58.1% 
頗同意 16.3% 14.6% 15.3% 13.0% 
一般 8.3% 7.3% 9.5% 10.5% 

頗不同意 7.7% 5.9% 5.7% 5.9% 
非常不同意 15.1% 14.7% 14.9% 11.5% 
不知道／ 

拒絕作答 
1.2% 0.4% 0.9% 1.0% 

總數（樣本數目） 100% (842) 100% (623) 100% (751) 100% (2 008) 

問題：您是否同意「警察使用過份武力」的說法？非常同意、頗同意、一

般、頗不同意，還是非常不同意？  

 
受訪者有否親身經歷或目睹警方使用過度武力  

 
 
  

                                                      
6 報告圖表 43  

6 7 .7 %  

2 2 .7 %  

7 1 .1 %  

2 0 .6 %  2 0 .6 %  

6 9 .0 %  7 1 .7 %  

1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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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公眾對示威者使用武力的看法  
 
15.42  在 8 月至 12 月期間進行的電話訪問中，32.8%至 41.4%的電話調

查受訪者認為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而 29.3%至 37.4%的受訪者則並不如

此認為。在 10 月，此一數字最高，達到 41.4%，但在 11 月及 12 月則下

降至 32.8%。  

 
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 7  

 
（8 月 7 日至 

8 月 13 日） 

（9 月 5 日至 

9 月 11 日）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4 日） 

 （11 月 7 日至 

12 月 13 日) 

非常同意 22.1% 21.2% 22.0% 17.1% 

頗同意 17.4% 18.2% 19.4% 15.7% 
一般 29.4% 26.6% 28.7% 28.3% 
頗不同意 14.7% 16.1% 13.8% 17.2% 

非常不同意 15.0% 15.4% 15.5% 20.2% 

不知道／拒絕作答 1.4% 2.5% 0.6% 1.5% 

總數（樣本數目） 100% (842) 100% (623) 100% (751) 100% (2 008) 

問題：是否同意「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的說法？非常同意、頗為同意、

一般、頗為不同意，還是非常不同意？  

 
15.43  大部分受訪者均認為，示威者應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比例最高

是 6 月的 82.8%，最低是 10 月的 66.8%8。然而，有 55.7%至 68.4%的受

訪者對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表示理解及／或同情 9。  

 
  

                                                      
7 報告圖表 45  
8 報告圖表 38   
9 報告圖表 39  

4 1 .4 %  

2 9 .3 %  

3 9 .5 %  

2 9 .8 %  3 1 .5 %  

3 9 .4 %  

3 7 .4 %  

3 2 .8 %



163

第十五章．警務人員、示威者和公眾人士的觀感

第四冊

 
 

對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的看法  

 
 （6 月 17 日至 

6 月 20 日） 

 （8 月 7 日至 

8 月 13 日） 

（9 月 8 日至 

9 月 11 日）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4 日） 

 （11 月 7 日至

12 月 13 日） 

非常同意 65.0% 52.3% 47.8% 45.7% 42.2% 

頗同意 17.9% 19.3% 21.6% 21.1% 25.9% 
一般 10.4% 17.7% 18.3% 19.2% 18.7% 
頗不同意 4.1% 6.5% 7.2% 9.0% 9.0% 

非常不同意 2.1% 3.1% 3.4% 4.5% 3.5% 
不知道／ 

拒絕作答  
0.6% 1.0% 1.7% 0.5% 0.8% 

總數（樣本

數目） 
100% (635) 100% (842) 100% (623) 100% (751) 100% (2,008) 

問：是否同意「在香港參與抗議活動時，必須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

非常同意、頗同意、一般、頗不同意，還是非常不同意？  

 

 
 
(X) 暴力升級責任誰屬  

15.44  至於示威活動暴力升級的責任誰屬，2019 年 9 月到 12 月分別有

50.5%及 58.9%的電話訪問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負上最大責任；只有 18.1%

至 22.5%的受訪者認為責任在於警方，及 9.6%至 12.7%認為責任在於示

威者；另有 17.8%至 23.8%的受訪者認為責任在於中央政府，9.4%至 11.6%

則認為應歸咎於外國勢力。  

82 .8%  

6 .2%  

71 .7%  

9 .6%  

69 .4%  

10 .5%  13 .5%  12 .5%  

68 .1%  6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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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監警警會會的的觀觀察察  

 
15.45 倫敦大學學院的學者對警務人員的研究結果，以及中大傳播與民

意調查中心對示威者和公眾人士的研究結果，均顯示雙方對彼此的觀感

以及對大型公眾活動的看法存在很大落差。  

 
15.46 警務人員相信自己正確地採取執法行動，回應示威者的暴力及破

壞行爲，警務人員認爲他們的工作是協助示威活動和平進行，但當示威活

動演變成暴力行爲，便要採取行動維持法治。研究顯示，警務人員雖然覺

得備受壓力，但同時感到身為警務人員，必須保持專業精神。  

 
15.47 研究顯示，示威者及大多數公眾人士相信警方使用過度武力。大

部分公眾人士不同意示威者使用武力，但同時有很大比例的受訪者認為

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是可以理解的。  

 
15.48 本審視工作的目的，並非調查為何警方的自我觀感與公眾人士對

警方的觀感有巨大落差。監警會並無權力就此議題的原因進行調查。會方

認為政府及警隊應考慮如何收窄警務人員與示威者觀感上的落差，建基

於警隊的專業精神，警方著手檢討如何重獲社會的信任，至為重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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