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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鎮暴
多採行動編號不具名

◆瑞典
根據當地《警察條例》

規定，如有公民要求警員出示證
件，警員必須表明其身份，但若警員正在處

理激烈示威活動或正在採取拘捕行動，則毋須
透露自己的姓名。瑞典的Delta小隊類似香港的特

別戰術小隊（速龍小隊），可快速部署配備戰術裝備，
處理騷亂等嚴重衝突事件。在處理示威時，每名隊員均

穿上熒光背心或防暴裝備，制服背面及正面的標記僅顯示
Delta小隊及隊員所隸屬的小組編號，而標記並非用作識別用
途，而是協助指揮官檢視隊員部署。

香 港 監
警會去年9月委託英

國基爾大學以「大型公眾活動期
間的警員身份識別」為題進行研究，對

象為法律制度及警務架構與香港相若的
歐美國家及地區。有關的專題審視報告於
今年5月公布，並發現大部分國家及地區
都會在保護警員及實施警員身份識別措
施之間取得平衡，包括在遇上極端情
況時，警隊可靈活處理，如容許警員
除下名牌或使用「行動呼號」。是次
報告的研究對象包括加拿大、美
國、德國、瑞士、澳洲、英國、
丹麥、瑞典和挪威等國家。

◆北愛爾蘭
當地警員一向是恐怖組織針對的目標。他
們謹遵身份識別指引，但同時採取多項措施確保警員
和職員的安全，例如使用獨一無二的代碼，這亦是世界
各地警隊普遍採取的做法。

◆蘇黎世
當地警察局每名警員均獲編配一組

代碼，警局內部能藉此識別
警員。

◆德國
警察特勤隊在執行針對有組織罪案或

恐怖組織的行動期間，容許警員毋須佩
戴名牌。

◆美國
當地曾發生過無數起底、

騷擾和針對警員及家屬的事件。1999
年，美國警員在處理抗議世界貿易組織的示威

活動期間，據報除下或遮蓋了自己的名牌，部分
警員更拒絕按要求透露姓名或警員編號。

◆法國
為保護警察免被起底而

遭受滋擾，於上月提出訂立《全球安
全法案》（Global Security Bill），將惡意

發布警員及憲兵照片或影片列為刑事犯罪，違
反者將被判囚一年及罰款4.5萬歐元（約41萬港

元），預計於24日表決。

◆香港：須展示警員編號

■■蘇黎世警察蘇黎世警察
局每名警員均局每名警員均
獲編配一組代獲編配一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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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19991999年西雅圖反世貿示威年西雅圖反世貿示威，，警員除下自己的警員除下自己的
名牌名牌，，更有人用斗篷遮蓋了全身更有人用斗篷遮蓋了全身（（箭嘴示箭嘴示））。。 路透社路透社

▼▼德國驅散新納粹分子的行動德國驅散新納粹分子的行動，，可見防暴警裝備只可見防暴警裝備只
顯示行動編號顯示行動編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阻擋新納粹分子的瑞典防暴警只顯示行動編號阻擋新納粹分子的瑞典防暴警只顯示行動編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法國防暴警去年鎮壓法國防暴警去年鎮壓「「黃背心黃背心」」示威示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法國擬禁惡意發布警照視頻

代號防起警底國際止暴慣例
一哥上訴護警人權：呼號足以辨別身份

盜用隱私欺凌警眷仍猖獗
黑暴肆虐期間，警員被起底的行為愈趨猖獗。雖然法庭去年10月已頒布禁
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披露警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但仍有不少黑暴分子肆
意在網上散播警員個人資料，讓警員及其家屬的生活飽受煎熬。
警方於今年8月表示，自去年起至少有3,800人被起底，他們的名字、電話

號碼、住址、生活照片以至家人資料都被公開，結果遭到大規模滋擾，包括惡
作劇來電，亦有警員的個人資料被用作登記貸款及器官捐贈。
針對警員的恐嚇更蔓延至校園，早前有黑暴分子在網上公開警員子女就讀
的學校、班級，結果令其子女受到欺凌，甚至不敢出門。
去年10月25日，律政司聯同警務處處長入稟高等法院要求頒禁制令，禁止
針對警員的起底行為，以保護警員及其家屬不再因個人資料遭披露而受到滋擾
恐嚇。監警會早前在專題審視報告中表示，有關做法可與公眾問責之間取得平
衡。不過，即使法庭頒布禁制令，去年黑暴起不停發布大量警員及其家屬個人
資料的 Telegram 頻道「老豆搵仔」卻未有收斂，甚至愈趨猖獗。

綜合外國傳媒報道，法國政府為保護警察免被
起底而遭受滋擾，於上月提出訂立《全球安全法
案》（Global Security Bill），將惡意發布警員
及憲兵照片或影片列為刑事犯罪，違反者將被判
囚一年及罰款4.5萬歐元（約41萬港元）。
法國議會本月17日開始辯論相關草案，預計
於24日表決。多名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均認為，香港應仿效法國，立法保障執法人
員，「如果不能保障執法人員，他們又如何保護
香港？」
法國自2018年底爆發「黃背心」運動後，不
少法國警員因上街驅散示威者而被人拍大頭照，
其後再被放上社交媒體起底，甚至牽連家人安
全。由於相關照片或視頻在網絡流傳，警員及其
家屬很容易被認出並遭到報復。
根據法國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法案》第二十
四條規定，「在警察或憲兵執法時，出於傷害警
察或憲兵人身安全或精神狀態的目的，對其進行

拍攝，且畫面暴露或可識別警察或憲兵
的面部」，並在社交網站或新聞媒體傳
播相關內容者，將「面臨一年監禁，及4.5
萬歐元的罰款。」法國內政部長形容，制
定新法案是要「保護那些保護我們的人」。

政界促立法保障執法者
曾任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

任何政府都應保護其執法人員，若他們執法時受
影響卻不被保障，必然會影響士氣。雖然香港法
庭早前已頒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公開警員及
其家人的個人資料，特區政府亦向違反禁制令者
提出民事藐視法庭訴訟程序，但過程牽涉大量資
源，因此本港有必要正式立法保障執法人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警員及其家屬
因被起底而遭受威脅的事實擺在眼前，因此有必
要盡快立法保障警員，避免有人惡意發布他們的
大頭照或視頻，「如果不能保障執法人員，他們

又如何保護香
港？」
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亦
認同特區政府要盡快立法，保障執法人員
的私隱和人身安全。

高等法院日前裁

定，防暴警在「踏浪者行動」

中執行「非秘密行動」時不展示其個人

編號「違反人權法」，更稱在部分警方行動中，

有「行動呼號」被不同警察重複使用，導致不能辨認涉嫌濫

權警察的身份。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日表示，與律政司研究判詞後決定提出上訴，表示在過

去一段時間，逾3,000名警員及其家屬被起底而飽受各種滋擾，故有必要使用「行

動呼號」，以保障警務人員，並強調「行動呼號」獨一無二，任何時候都能百分

百用作辨別警員身份。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發現執勤的防暴警不佩戴個人編號或展示其他代

號，是國際的慣常做法，甚至有國家立法杜絕警員被起底。有政界人士批

評判決偏頗，建議特區政府立法保障警員，因為若執法人員都無法被有

效保護，他們更難以保護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針對高等法院的判決，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坦言：「大家唔
好忘記，點解我哋會有行動呼號呢？因為我哋有超過3,000名警務
人員同家屬被『起底』。」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支持警方上訴，並批評今次判決偏頗不公，罔顧警員及其家
屬被起底的風險。他們更指負責今次案件的高院原訟庭法官周家明曾
裁定《禁蒙面規例》「違憲」，「是否黑衣暴徒就可以蒙面，但警員就
不能保護自己免被起底？」
周官早前頒下判詞，聲稱自己「完全理解」警員關注被起底的風險，但
有關擔憂不能將相關舉措「合理化」，更稱人權法的執行較這項關注重
要，而此關注不應凌駕於調查警員涉嫌違反人權法第三條的制度之上，況且
展示個人編號不必然導致其警員的身份被披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周官判決偏頗，罔顧前線警察及其家人被惡意

起底、滋擾甚至生命受威脅的情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支持政府和警方提出上訴。她說，是案判決對前線警

員不公道，法官只考慮保障暴徒和「假記者」的人權，卻無考慮警察及其家屬亦應
受到人權法的保障，又認為周官稱「警方現行的投訴機制無法履行其職責」的說法
是借題發揮、超出審訊範圍。

政界：難避縱暴印象
「23萬監察」召集人、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對周官的判決強烈不滿

和憤慨，並批評周官「不食人間煙火」，完全不理解警察及其家屬因被起
底而遭受各種威脅的情況，悖理違情，嚴重破壞社會安全和民生安寧，
並質疑周官於去年裁定《禁蒙面規例》「違憲」，「是否黑衣暴徒就可
以蒙面，但警員就不能保護自己免被起底？」
周官早前已獲委任為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指定法官之
一，王國興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檢視相關任命，避免予人袒護黑暴的
感覺。就有報道指周官與「禍港四人幫」之一、民主黨創黨主席李
柱銘關係匪淺，他則認為今次判決大幅削弱市民對司法機構的
信心，律政司應立即提出上訴，同時必須盡快啟動司法改革。

高等法院原訟庭日前裁定，
警察不展示個人編號違反人權
法，「香江同心總會」昨日到
灣仔警察總部集會，支持警隊

向高院提出上訴。他
們表示，黑暴分子對
警員及其家屬進行起
底欺凌，導致警員有

必要隱藏其個人編號，並質
疑是否有人覺得「只有暴徒的
人權才是人權」才作出有關裁
決，認為這反映香港司法改
革已刻不容緩。

■香港文匯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