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四日  
討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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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他相關事項  ─  補充資料  

 
目的  
 
1.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

會議上討論題為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處理程序 ”
的文件 (立法會 CB(2)167/07-08(03)號文件 )。本文件因應委
員在該會議上的要求，提供補充資料。  
 
背景  
 
2.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以下資料：  
 

(a) 律政司就着披露警方處理被扣留人士的有關

資料會否及如何影響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案

件的審訊的意見；  
 
(b) 過去三年，警方進行搜查時涉及要求被扣留人

士除去貼身衣服的統計數字，以及這些人士涉

及的罪行的性質；  
 

(c) 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被警方拘捕的人士總
數，以及當中不獲保釋的人士的數目和涉及的

罪行的性質；及  
 
(d) 當局在提交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委員會會

議題為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處理程
序 ”的文件 (立法會 CB(2) 167/07-08(03)號文件 )
第 4 段提及的三項規定的來由。   

 
 
 

立法會CB(2)451/07-08(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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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a) 律政司的意見  
 
3. 因應委員的要求，律政司就着披露有關事件中警方

於拘捕行動後處理被扣留人士的有關資料會否及如何影響

因該事件而展開的刑事程序給予意見。扼要來說，律政司

認為，就該個案援引待決法庭案件的規則時，所要考慮的
因素並非 “披露有關警方處理被扣留人士的資料會否妨礙
審訊 ”，而是這樣披露將會妨礙審訊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我
們有需要預期，在審訊過程中，除了會提出有關涉嫌觸犯

的罪行的證據外，亦會提出由被拘捕直至獲保釋這一段期

間警方如何處理各被告人的有關證據。這些證據可能包括

被告人如何被搜身的證據，而這些證據也許會是辯方案情

的一部份。例如辯方可能會基於這些證據提出終止聆訊的

申請或攻擊控方證人的可信性。因此，律政司的意見是，

有關搜身過程的細節均受待決法庭案件的規則規限，為謹
慎起見，不應在審訊以外作出討論。律政司的意見載於附

件甲  
 
(b) 涉及要求被扣留人士除去貼身衣服的搜查的統計數字  

 
4. 警署值日官把被捕人士扣留在警方設施內之前，有

責任首先搜查該名人士。搜身的程度視乎當時環境而定。

(請參閱立法會 CB(2)167/07-08(03)號文件第四段。 )過去三
年，被警方扣留 (因而被搜身 )的人數如下：  
 

年份  拘留人數  

2005 40 102 

2006 40 315 

2007 
(1 至 10 月 )  

31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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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而，警方有實際困難從上述數字中找出涉及要求

被扣留人士除去貼身衣服的個案或搜查數字。根據《警察

通例》，這種性質的搜身須記錄於警方通用資訊系統或授

權進行搜身的警長的警察記事冊。鑑於警方通用資訊系統

的技術設計以及系統內存有大量不同種類的記錄 (過去三
年來多於三百五十萬項記錄 )，警方難以從中分辨出相關的
記錄以編製所需的統計數字。而以人手翻查過去三年警隊

成員的所有警察記事冊 (估計多於三萬本 )亦非切實可行。無
論如何，按照一貫做法，警察記事冊用完後兩年便予銷毀。

儘管如此，警方現正研究例如改善警方通用資訊系統的技

術設計的可行性，以便日後在有需要時提供這種性質的統

計數字。  
 

(c) 關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被捕人數的統計數字  
 
6. 根據警方記錄，警方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 (由零時
至翌日零時 )拘捕了 355 人，其中 200 人不准保釋，他們涉
嫌觸犯的罪行載於附件乙。  
 
(d) 立法會 CB(2)167/07-08(03)號文件第 4 段提及的資料的

來源  
 
7. “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處理程序 ”(立法會
CB(2) 167/07-08(03)號文件 )第 4(a)至 (c)段提及，在搜查被
扣留人士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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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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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料摘錄自《警察通例》。附件丙摘述《警察通例》

及《警務處程序手冊》中有關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

的處理程序的條文，以供委員參考。  
 
 
 
 
保安局 

香港警務處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附件甲 

待決法庭案件的規則及利東街的案件  
 
待決法庭案件的規則  
  
 這項規則適用於當法律程序正在進行中，包括上訴各

個階段直至事件完結為止。如果法律程序即將展開，這項規則

亦會適用。這項規則不單適用於與案各方或其律師，也適用於

公眾人士、公職人員的陳述，以及在立法機關所作的陳述。  
 
2.  這項規則的依據是，法庭的角色在於審理向法庭提出

的法律事宜。法庭的角色不應由其他人以公開提述有關的法律

事宜應當如何處理的方式所替代。  
 
3.  審訊過程公平，才符合公眾利益。案件的檢控官獨立

行事，代表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而非政府，其職責是協助法庭

確保被告人得到公平審訊。就此，檢控官的責任也包括盡量確

保在案件等待審理期間，法庭以外沒有發生可能影響或妨礙審

訊過程的事情。  
 
在利東街個案援引待決法庭案件的規則  
 
4.  當局的考慮因素並非 “披露有關警方處理被拘留者的
資料會否妨礙審訊 ”，而是這樣披露將會妨礙審訊的可能性是
否存在。  
 
5.  在香港現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下，控方有責任向辯方披

露所有與案件有關的材料，但辯方對控方並沒有這樣的義務，

被告人尤其沒有義務向控方披露其在審訊期間將會採用的辯

護理由。因此，就着被告人在審訊過程中可能採用的辯護理

由，必定存有一定程度的揣則。  
 
6.  在這宗案件中，共有 13 人被控一項或兩項妨礙罪名
[即違反《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 章 )第 4(28)條在公眾地
方造成阻礙罪，或違反《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12 章 )第 36(b)
條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 ]。我們有需要預期，在
審訊的過程中除了會提出有關涉嫌觸犯的罪行的證據外，亦會

提出由被拘捕直至獲保釋這一段期間警方如何處理各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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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關證據。這些證據可能包括被告人如何被搜身的證據，而

這些證據也許會是辯方案情的一部份。例如辯方可能會基於這

些證據提出終止聆訊的申請或攻擊控方證人 (部份控方證人有
參與搜身過程 )的可信性。因此，我們的意見是，有關搜身過
程的細節受待決法庭案件的規則所限，為謹慎起見，不應在審
訊以外作出討論。  
 
 
 
律政司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附件乙 

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被警方拘捕  
而不准保釋的人士涉嫌觸犯的罪行  

 
1.  襲擊警務人員  

2.  普通襲擊  

3.  違反逗留條件  – 與賣淫有關  

4.  拘捕非法入境者  

5.  被捕通緝人士  

6.  截停目標人物  

7.  過期居留  

8.  管有攻擊性武器  

9.  在公眾地方打鬥  

10.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11.  猥褻侵犯女性  

12.  與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  

13.  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  

14.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15.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  

16.  盜竊  

17.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18.  不付款而離去  

19.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20.  自建築物掉下物體  

21.  意圖造成身體傷害  

22.  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23.  危險藥物的販運  

24.  管有危險藥物  

25.  干預汽車  

26.  管理賣淫場所  



-  2  - 

27.  四出尋找目標而盜竊  

28.  刑事恐嚇  (違禁的恐嚇行為 ) 

29.  刑事恐嚇  (襲擊導致作為或不作為 ) 

30.  店舖及攤檔盜竊  

31.  刑事損壞  (摧毀或損壞財物 ) 

32.  管有危險藥物  (多於 10 粒藥片 /藥丸 ) 

33.  在香港非法入境後未得入境事務處處長授權而留在香港  

34.  管有第 I 部毒藥  

35.  拘捕越南非法入境者  

36.  管有淫褻物品以供發佈  

37.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附件丙 

與搜查被扣留人士有關的 
警察通例及警務處程序手冊摘錄 

 
 
警察通例 
 
44-05 人身搜查 
 
 男性警務人員不得為女性搜身或進行伏牆式搜查。如無女警務人員在場，須

將該女性帶往警署或水警輪由女警進行搜查。 
 
2. 在截查時，扣留疑犯的時間不得超過搜查及以第三代警務處姓名索引電腦系

統及人事登記資料系統查核被搜查者的身分所需的時間。 
 
3. 如在搜查時須疑犯除下最貼身的衣物，此舉可能令其尬尷，因此，這類搜查

只可在警署的隱閉地方、水警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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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須將搜查詳情記錄在通用資訊系統或其警察

記事冊內。 
 
 
49-04 搜查被扣留人士 
 
 將被扣留人士安置在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前，值日官或值日官所指派的人員

須先為被扣留人士搜身，搜身的徹底程度視乎當時環境而定，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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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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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例如惡意破壞財

物或服用或分發危險藥物等。 
 
2. 搜查時倘若要脫去被扣留人士貼身衣服而引起尷尬，必須按《警察通例》第

44-05條辦理。 
 
3. 無論因任何理由而要將被扣留人士帶離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室，押返前亦須按

上述程序辦理。 
 
4. 在任何情況下，警務人員不得為異性被扣留人士搜身。 
 
5. 警務人員如有理由懷疑被搜身的被扣留人士體內藏有物品，應向所屬分區指

揮官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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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區指揮官應決定是否需要檢驗被扣留人士的身體。若認為有需要，則應與

法醫官聯絡。 
 
7. 被扣留人士如須接受身體檢驗，須由法醫官親自進行或由法醫官安排進行。 
 
8. 只有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章)第 52(1A)條方能進行「體腔」或「體
內」搜查。 
 
 
 
警務處程序手冊 
 
44-05 人身搜查 
 
 除搜查被捕疑犯外，警務人員擁有廣泛的權力，以截停、搜查及扣留任何人

士： 
 
(a) 《警隊條例》(第232章) 第54(1)條 
 
第54(1)條與在公眾地方行動可疑的人士有關，在此情況下，警務人員可： 
 

(i) 截停該人；  
 
(ii) 要求該人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閱； 
 
(iii) 在截停該人的現場，進行有限度的調查(即第三代警務處姓名索引電腦

系統、人事登記資料系統及查問)；及 
 
(iv) 若警務人員為本身安全著想而認為有需要，可搜查該人是否藏有危害該

人員的任何物件。 
 
2. 警務人員必須明白第54(1)條所述有關搜查的限制。該搜查只限於快速地搜查
身體，以找出武器等物，惟被搜查者的錢包或個人文件則一律不准詳細搜查。 
 
(b) 《警隊條例》(第232章) 第54(2)條 
 
 第54(2)條賦予警務人員更大的搜查權力，准其進行全面搜查。但根據此條文
進行搜查前，警務人員必須有合理理由懷疑： 
 
 (i) 該人已經犯罪；或 
 
 (ii) 該人即將或意圖犯罪。 
 
3. 所須注意的是，此類搜查只限於找出對涉嫌罪行可能具有調查價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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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警隊條例》(第232章) 第50(6)條 
 
 本條文的內容如下： 
 

「(6) 凡任何人被警務人員拘捕，如該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報章、簿冊或其
他文件，以及該等報章、簿冊或文件的任何部分或摘錄、任何其他物品或實

際是對調查該人所犯或合理地懷疑該人曾犯的罪行有價值的(不論就其本身
或連同任何其他東西)，則在該人身上或該人被拘捕現場或現場附近搜查並
取去上述各物，乃屬合法；但本款的規定，不得解釋為對任何個別手令所授

予的搜查權力有所減損。」 
 
4. 本條文授權警方對一名被捕人士及其被捕地點附近一帶進行搜查，但檢走物

件的權力只限於那些警務人員合理地懷疑為有助於調查該人所犯罪行的物品。因

此，警方並無權力檢取只有助於知悉同黨的性格或活動的物件，除非該等物件有助

調查該被捕人士所犯的罪行或可作為另一罪行的證物，如藥物、槍械等。 
 
5. 如認為有需要搜查某人，執行搜查的警務人員應常緊記下列兩點： 
 
 (a) 執行搜查的警務人員的安全；及 
 
 (b) 必須以適當及審慎的態度進行搜查。 
 
6. 執行搜查的警務人員如懷疑該人有暴力傾向，應考慮採用伏牆式搜身，並須

時刻留意可能被襲擊。 
 
7. 搜查疑犯的警務人員，應慎防因接觸受細菌感染的注射針、針筒或刀片等物

品而患上傳染病。因此，警務人員應考慮將疑犯身上的衣袋和褲袋反轉(最好由疑犯
本人將袋反轉)，以免被割損。當進行搜查時，人員可考慮戴上保護手套。然而，警
務人員必須小心自己的安全，以免被隱藏的武器傷及身體，並須確保不會失掉證

據。應否反轉疑犯的衣袋和褲袋搜查，及／或是否戴上保護手套，由搜身的警務人

員自行決定。在搜查時，如人員身上有未經包紥的傷口(即使非常輕微)，便不應處
理沾染血漬的物件。 
 
8. 很多人對搜查(尤其是伏牆式搜身)會有反感，認為有辱尊嚴。雖然法律並無
規定須向被搜查的人解釋搜身的原因，但在預防及偵查罪案方面要求市民與警方合

作時，向市民清楚解釋搜身的理由是適當的做法。搜查後如無任何發現，警務人員

應有禮貌地向該人就所引起的不便致歉，並且指出此舉的目的，純粹是保障其本人

及市民的利益。 
 
9. 如警務人員為本身安全而認為有需要，應立刻快速地搜查該人的身體。不

過，人員可酌情將該人帶返就近的警署或水警輪進行徹底的搜查。人員須小心避免

可入罪的證據在途中被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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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男性警務人員不得搜查女性的身體或向女性進行伏牆式搜身，但人員若為了

本身安全或懷疑疑犯手袋內可能藏有具調查價值的物品，則可搜查她的手袋等財

物。 
 
11. 警務人員在公眾地方進行搜查行動時，應利用第三代警務處姓名索引電腦系

統及人事登記資料系統查核被搜查者的身分。單位指揮官應確保屬下人員熟悉這些

系統的使用程序。 
 
12. 在截停及搜查時，應以非專門術語向被搜查者解釋搜身的原因。 
 
 
49-04 搜查被扣留人士 
 
2. 值日官須先搜查被扣留人士或授權其他人員搜身，才將被扣留人士收押在羈

留室，防止被扣留人士 － 
 
 (a) 逃走； 
  
 (b) 協助他人逃走； 
 
 (c) 傷害自己或其他人； 
 
 (d) 毀壞或棄置證物；以及 
 
 (e) 再度犯事。 
 
3. 若需要脫去被扣留人士貼身衣服搜身而引起尷尬，必須依照《警察通例》第
44-05條進行，而值日官必須有充份理據支持這程度的身體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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