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 CB(2)1411/04-05(04)號文件 
 
 
 
致立法會議員  及  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各成員： 

《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立場書》 
我們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一直關注邊緣社群的權益，特別在香港經濟困境

時，更著重弱勢社群的貧窮問題，而更生人士（釋囚）的就業歧視問題本會認為

應獲社會重新討論，原因是更生人士能重返社會正常工作，一方面不用依賴綜

援，同時亦減低再犯事率，實有利社會繁榮安定。 
 
拜閱立法會資料，０２年 貴委員會就《保安及護衞服務條例》時，根據有

犯罪記錄之許可證持有人有較強之犯罪傾向的數據(是否在職犯事的數據則未有

提供)，以「目的是在為已悔悟的罪犯提供合理的自新機會，與為廣大市民提供

足夠的保障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收緊準則亦可起較大的阻嚇作用，提醒保安人

員避免觸犯罪行」，建議收緊有關「品行良好」的準則﹕ 
 
由原來 
申請人如曾因觸犯刑事罪行而被定罪，而入獄獲釋不逾兩年，又或正

在接受感化或簽保期間。」 
 
收緊至 
1. 在提交申請前五年內，被裁定觸犯條附表２第２欄所訂明的任何

一項罪行，並因此而被判處該附表第３欄就該罪行所訂明的刑罰；

或 
2. 正在接受感化、簽保、減刑或緩刑期間；或 
3. 入獄刑滿獲釋不逾三年；或 
4.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年內，被裁定觸犯三項或以上罪行。定額罰款

通知書、交通傳票、非法擺賣、擺放雜物阻街、隨地棄置垃圾、亂

過馬路和未有按照保釋規定向警署或法庭報到屬輕微罪行，可獲得

豁免。 
 
然而，０１及０３年本會分別完成二份更生人士需要調查，發現七成更生人

士有就業、經濟、住屋等需要，其中若能解決其就業需要，則另外兩個無需政府

及社會支援，可見就業對更生人士之重要性。可惜０３年政府收緊保安員條例準

則，令學歷低及中年更生人士，更難投身保安行業或參與再培訓計劃，政府一方

面鼓勵更生人士重投社會，呼籲社會人士重新接納他們，但同時為更生人士設下

就業障礙及歧視制度，令人懷疑政府協助更生人士的誠意﹕ 



 
１． 更人士在獄中已受到懲教署人員輔導及法庭判處的懲罰，正如保

安局所言「管理委員會既要確保適當人士加入保安工作，亦需協

助已悔悟的罪犯改過自新」。本會認為社會人士及 貴委員會應

相信懲教署人員的輔導工作及法庭判罰，而不應在他們重投社會

的過程再加諸任何額外懲罰或攔阻。 
 
２． 貴委員會對甲、乙、丙、丁四類護衛工作均建議作出最嚴格的“品

行良好＂要求，實在不公平。原因是丙類為攜槍護衛敏感工作，

可以理解要求如紀律部隊一樣高亦不為過，但甲及乙類為無須攜

槍護衞，從事一般物業管理或維修工作據理要求準則應較低，但

現在要求以最嚴重的情況看齊，本會認為絕不合理。 
 
３． 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註(3)(b)列明在簽保期間不獲發許可證

的準則亦過嚴。申請人在未獲法庭判罪前根本不是犯人，然而委

員會仍不發牌照，委員會有先行定罪之嫌，對許可證申請人極不

公平。 
 
４． 部份收緊的準則比參選立法會議員還要嚴格，是否表示一個護衞

立法會議職責還要大，在社會或公眾層面，議員在以權謀私的機

會遠較一般護衞員大很多，故不明白社會為何出現雙重指標。（見

附件） 
 
５． 許可證申請人申請被拒絕後，申請人所屬公司在申請人上訴期間

已獲知會其申請失敗。此處理手法令上訴者可能被僱主解僱，失

去工作，可見申請人得不到適當保障。 
 
６． 本會發現不少更生人士在報讀  貴會認可並由僱員再培訓局舉

辦之保安及物業管理再培訓課程因其案底而不獲報讀，為更生人

士帶來不必要之關卡，阻礙更生人士獲再培訓之機會。 
建議﹕ 
１． 放寬對甲、及乙類護衞工作在保安員許可証準則的品行要求； 
２． 取消簽保人士不獲發證之準則； 
３． 申請人僱主應在護衞員申請許可證上訴失敗後方獲通知；  
４． 確保更生人士報讀保安及物業管理再培訓課程獲公平對待； 
５． 諮詢更生人士對就業政策的意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05 年.1月 18日 



 
附件﹕ 
 
有關犯事紀錄與不接納申請資格比較﹕ 

保安人員許可證簽發準則 立法會議員獲提名資格 
1. 在提交申請前五年內，被裁定觸犯條附

表２第２欄所訂明的任何一項罪行，並

因此而被判處該附表第３欄就該罪行

所訂明的刑罰； 
2. 正在接受感化、簽保、減刑或緩刑期
間；或 

3. 入獄刑滿獲釋不逾三年；或 
4.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年內，被裁定觸犯三

項或以上罪行。定額罰款通知書、交通

傳票、非法擺賣、擺放雜物阻街、隨地

棄置垃圾、亂過馬路和未有按照保釋規

定向警署或法庭報到屬輕微罪行，可獲

得豁免。 
 

根據《立法會條例》第 39條 
1. 在投票日前的 5 年內，被裁定

或曾被裁定觸犯任何罪行，並

就該罪行被判處為期不少於 3
個月的監禁(不論是否獲得緩

刑)； 
2. 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行為)
條例上述的非法行為； 

3. 觸犯《防止賄賂條例》第 II部
所訂明的罪行； 

4. 《選管會條例》下的現行規

例。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更生人士及在囚人士關注組  

二零零五年一月十八日  
 

聯絡：  吳衛東  (社區組織幹事)   27139165   
關志江  (社區組織幹事)   
許嘉諾  (社區組織幹事)  



 
 
 
 
致立法會議員  及  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成員鈞鑒: 

 

爭取在囚人士投票權、爭取更生人士免受「就業歧視」、 

反對收緊保安員領牌條件 

 
 本會是一個推動民權發展的組織，一直關注本港邊緣社群權益。01 年

開始本會探討更生人士(釋囚)問題，並組織更生人士權益關注組，積極爭

取在囚人士及更生人士免受社會歧視，特別是就業及社會參與的平等機

會。  
 
政制事務局完成政制檢討諮詢，但 04 年 7 月經本會向選舉管理委員會

查詢後，得知本港在囚人士受《立法會條例》第 53(5)(b)條限制：已登記
選民正因服刑而受監禁者，即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法例褫奪本港為

數 9，772 名本地在囚人士投票權，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條例》第二十一

條1(註 1)及中國已簽署的《公民權利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以保證選民意志的自由表現)2(註 2)，亦有違基本
法第廿六條3(註 3)。  

 
港人權利不及加拿大及英國囚犯，參考外國容許在囚人士投票的原則

大同小異，  但都指出在囚人士有投票權，英國高等法院引同《歐洲人權
公約》第三章：「在合理的期間進行不記名投票，以確保選民在議會選舉

中自由地作選擇」；加拿大政府引用加拿大《人權及自由憲章》第三章「所

有加拿大公民享有議會投票權利」及第一章指出: 「確保公民權利與自由

在自由及民主社會中實現」。   
 
04 年 6 月加拿大最高法庭更裁定，刑期 2 年以上在囚人士亦可投票，

首席法官判詞表示 : 『憲法權利並非特權或恩惠，而是加拿大政府的公民

                                                 
1 註 1：  《香港人權法案條例》第二十一條參與公眾生活的權利：「凡屬永久性居民，
無分人權法案第一 (一 )條所列之任何區分，不受無理限制，均應有權利及機會── (乙 )
在真正、定期的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需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行
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 
 
2 註 2： 《公民權利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凡屬公民， 不受無理限制， 均
應有權利及機會⋯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以保證選民意志的自由表現」。 
 
3 註 3： 《基本法》第廿六條「香港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職能，  不得隨意褫奪。投票權利是民主的基石，  ⋯⋯  政府必須表明，
不給予投票權是為了達到議定的目標，  而且並不逾越為了達到此目標而

採取的合理所需行動(整體利益要大於負面影響) 』。我們認為公民基本權
利不應被褫奪，香港政府從未明確指出褫奪投票權的社會目標是甚麼，香

港不同於中國大陸為政治目的而褫奪政治犯的權利，反之，在囚人士在獄

中已得到應得懲罰，為鼓勵在囚人士參與社會及讓公眾學習接納在囚人

士，容許在囚人士投票是社會接納第一步！  
  
本會兩次調查顯示七成更生人士有就業需要，最擔心的是就業歧視，

去年政府公務員事務局表面上略有改善，在政府職位申請書上更生人士可

以不申報案底，但可惜政府表示所有職位在聘用前，仍會作「操守審查」，

意即最終仍會查問案底，若所有非敏感職位均查問案底，則令人懷疑政府

是帶頭歧視更生人士，而更生人士資料並未受私隱條例保障，而英國及加

拿大規定政府必須向當事人透露收集資料的原因！  
 
社會參與方面，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公共屋村互委會及私人樓宇互

助委員會規則範本』指出，在當選前十年內被定罪超過３個月，被取消參

選執委會委員資格，相較於立法會候選人當選前５年內被定罪超過３個

月，被取消參選立法會資格還要嚴，另外，本年前學聯成員馮家強先生因

有輕微案底，亦被教育統籌局取消其當選中學校董的資格，反映政府不鼓

勵更生人士參與社會，違反政府鼓勵社會接納更生人士的宣傳方向！  
 
在囚犯人的再犯事率持續嚴重。以 99 至 03 年的三年內再犯事率均接

近五成；即 03 年 9772 在囚人士中有半數為再次犯事者，其中就業政策未

能有效協助更生人士是主要原因，例如 03 年立法會修改法例，更生人士

由獲釋 2 年內不可領保安牌收緊為 3 年，令更生人士更難找工作，而政府

並未為在囚人士提出具體的就業培訓指標。  
 
我們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曙光行動邊緣社群支援計劃，03 年 7

月 1 日開始為社署資助計劃，03 年 9 月本會與懲教署陳碩聖助理署長會

面，講解本會為更生人士提供的服務內容，並提出本會有需要及親自接觸

行將釋放的在囚人士，而未能在獄中服務，難免浪費了本會「原可為更生

人士提供服務的機會」，但可惜當日懲教署陳碩聖助理署長表示只讓本會

在獄中擺放單張及播放光碟，原因是懲教署擔心本會與善導會有資源重

疊，本會即時向懲教署本會與善導會有良好溝通，雙方不會浪費資源服務

同一個案，而現時獄中亦有其他為更生人士服務的組織，可惜懲教署仍不

允許本會在獄中作定期探訪。  
 



04 年 7 月 29 日本會再致函懲教署希望安排獄中探訪，04 年 8 月 3 日
懲教署回函並無回答是否讓本會作獄中探訪。至 04 年 8 月本會再致函衛
生福利局局長，提出上述要求，04 年 11 月 11 日衛生福利局回函指，懲教

署並無拒絕本會要求，並歡迎本會提出有足夠細節的獄中探訪計劃書，並

提醒勿與善導會資源重疊。但本會曙光行動計劃巳過年半，但擔心向懲教

署提交計劃書又會花費不少時間(因本會計劃乃社會資源)，故惟有尋求立

法會議員協助。  
 
為此，本會建議如下：  

1) 修訂現行法例，保障在囚人士參與各級議會的投票權利，以符合《公

民權利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香港人權法案》的精神。  
2) 制訂反歧視更生人士就業政策，政府帶頭取消向非敏感職位作「操守

審查」，縮短更生人士領取保安牌照的年期限制。  
3) 檢討現時委任法定及諮詢組織的指引，以免窒礙更生人士參與社會公

職事務。  
4) 要求立法會議員協助本會親自在獄中的服務宣傳，及與行將釋放的「在

囚人士」定期會面。  
5) 要求列入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議程，允許更生人士代表出席並表達

意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更生人士及在囚人士關注組  
二零零五年二月一日  

 
聯絡：  吳衛東  (社區組織幹事)   27139165   

關志江  (社區組織幹事)   
許嘉諾  (社區組織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