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處理程序  
 
目的  
 
1. 本文件載述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對被扣留人士進行
搜查的程序，以及委員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一日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提出的其他事項 (載於下文第 3 段 )。   
 
背景  
 
2. 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警方拘捕 15 名企圖阻止利
東街拆卸工程的示威人士，原因為他們在公眾地方造成阻

礙，以及 (其中 13 人 )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分
別違反《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28)條及《侵害人身罪條
例》第 36(b)條的規定。被捕人士在第二天獲保釋，並於二
零零七年十月九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出庭應訊。法院准予保

釋，以待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進行審前覆核。  
 
3. 據報導，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11 名示威者 (7 男 4
女 )於出庭後召開記者會，指稱他們在警署被扣留期間，當
他們的律師離去後，警方對他們進行搜查，其中涉及不必

要和不當地要求他們除下貼身衣服。其後，事務委員會委

員要求當局因應該案件提供以下資料：  
 

(a) 警務處對被扣留人士進行人身搜查的程序；  
 
(b) 警務處對異性被扣留人士進行人身搜查的程
序；及  

 
(c) 遭受搜查的被扣留人士的權利，以及被扣留人
士有否獲告知他們的權利。  

 
下文說明警方就以上三項事宜的一般程序。我們並無提述

與該案件有關的事宜，因為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與案件

立法會CB(2)167/07-08(03)號文件



-  2  - 

有關的事宜尚在審理中，因此不宜提供任何可能直接或間

接妨礙即將進行的司法程序的資料。  
 
處理對被扣留人士的搜查及相關事宜  
 
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  
 
4. 警署值日官 (職級通常為警署警長 )負責處理受警方
看管的被扣留人士事宜。值日官將被捕人士扣留在警方設

施內之前 (如該人須予扣留 )，有責任首先搜查該名人士，以
確保該人不會逃走或協助他人逃走、傷害自己或其他人、

毁壞或棄置證據，或再度犯事。搜身的程度視乎當時環境

而定。具體來說，值日官須確保：  
 

(a)  被扣留人士身上沒有藏有可能傷害自己或其
他人的武器或有助逃走的工具；  

 
(b)  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與控罪有關的重要

證據；或  
 
(c)  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可用作干犯其他罪

行 (例如惡意破壞財物或服用或分發危險藥物
等 )的物品。  

 
為履行對將被扣留的人士妥為搜查的責任，值日官必須有

所準備，為由他授權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程度提出支

持的理據。  
 
5.  警方明白進行搜身時，須尊重被扣留人士的尊嚴的

重要性。鑑於若搜查時涉及除下貼身衣物，可能會被視為

不必要地侵犯個人私隱，警方已就這類搜查訂定具體規

則。具體來說，此類搜查只可在警署或水警輪的隱閉地方，

或其他可同樣保障疑犯私隱的地方進行，並按一名警長或

以上職級人員的指示進行，而該人員須妥為記錄有關事

件。在任何情況下，警務人員都不會對異性被扣留人士進

行搜查。按照警方政策，如受警方看管的被扣留人士為女

性，在整個處理程序中必須有女警務人員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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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搜查的被扣留人士的權利  
 
6.  警務處關注到須確保被扣留人士身處安全的環境

外，及有責任照顧被警方扣留的人士。同樣重要的是確保

被扣留人士在私隱方面的個人權利受到保障，以及提供維

持基本人權的必需物品。就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而言，

作為一項原則，警務人員必須在進行搜查前向被扣留人士

解釋進行搜查的目的。  
 
 
 
 
保安局 

香港警務處 

二零零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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