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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權監察

就㆕月㆒日政府總部示威活動及清場事件的觀察報告

1. 香港人權監察有四名觀察員，觀察了自四月一日晚上開始在政府總部的
反釋法示威和翌晨警方驅趕示威者和新聞工作者的行動。

2. 自九六年開始，香港人權監察便一直有觀察請願示威活動這項工作項
目，目的在長遠地促進香港和平集會和表達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以

及維護供公眾表達和參與的公共空間。人權監察視觀察員的工作，是在

部份較為敏感或較高風險的請願示威進行期間，客觀獨立地觀察和記錄

該等活動的情況、警方的措施、傳媒採訪有關活動的空間，以及其他相

關的資料，供分析、報告、評議和建議之用。人權監察的觀察員跟警方

協議，不會即場干預警方的措施，但事後會視情況需要而發表評論和提

出建議；同時，根據中立的考慮，觀察員亦不會向示威者或執法者提供

即場的法律意見。

示威者並無示威者並無示威者並無示威者並無「衝擊政府總部」「衝擊政府總部」「衝擊政府總部」「衝擊政府總部」

3. 四月一日晚，約二十名學聯的學生在汽車駛離政府總部時，不顧保安人
員的口頭阻止，循車道進入了政府總部鐵欄圍內範圍，但他們無進入任

何辦公樓宇，更無衝擊這些樓宇。他們要求特首盡快接信，以表達他們

反對人大常委釋法的訴求，他們要求遞信後才離開。這些學生在圍欄內

受到保安和警員監控。

4. 不久，有人在遮打反釋法集會完結後，呼籲集會參與者到政府總部聲
援。有約四百名人士，隨後前往政府總部下亞厘畢道的主閘前聚集，聲



- 2 -

援閘內的學生。當時總部各個圍欄入口（包括主閘更亭兩側車道上的鐵

閘，及中座前車道上的鐵閘）均已上鎖，支援人士不得其門而入，只得

叫喊「開閘」、「還我民主」、「反對人大釋法」等口號，與閘內示威學生

呼應。他們亦無「衝擊政府總部」。

必要武力清場？必要武力清場？必要武力清場？必要武力清場？

5. 在政府總部內的學生曾屢次透過手提擴音器（大聲公），並派出代表，
要求警方開閘，讓外面支援的人士和平進入政府總部空地一同向特首遞

信。他們亦公開承諾一旦遞信完畢，就會和平散去。先後到來調停的立

法會議員何秀蘭、李卓人和電台時事節目主持人黃毓民亦協助溝通對

話，希望能和平解決問題。可惜行政署人員不批准開閘。

6. 約在清晨四時半，政府總部圍欄內的學生曾表示願意即時自行離去，閘
前的支持者全部都不再坐在地上，讓出空間，至少可容許一排逐個出

閘，循平衡閘門的空間行往行人路離去，但警方卻堅持要圍欄內學生在

西閘離開，僵局再成。在這段僵持期間，警方和行政署人員亦無善用時

間，加強人力，或擴闊通道（如由學生自行安排），或改用數呎之外、

閘前更亭另一側的閘門讓學生離去（這閘門前基本上並無學生聚集），

最後學生只能堅持留在閘內，不再自行離開。不久，他們又重提願意進

入政府總部內欄杆圍起的示威區，但建議亦不獲接納。結果政府錯失一

個又一個和平解決事件重要機會，最後因著警方或是行政署的失誤，竟

然又變成他們動用「必要武力」清場的因由，令支援者更不願自行離去，

前線警務人員和示威者因兩次強行清場而無辜受傷。除非清場是一項由

高層強加給執行者的決定，否則在場指揮和談判的警務人員和官員 1固

然失職，關鍵時刻不見蹤影的行政署長更是難辭其咎 2。

7. 本來可以透過彈性處理遞信收信，讓示威者自行離去，又或讓他們進入
示威區，清場本可避免，清場的武力就不可能是「必要」。

8. 即使示威人士佔用了政府總部的一個入口，尚餘多個入口可以使用，根
本對政府總部的正常運作影響不嚴重，清場這種手段是不必要和不符比

例的。

                                                
1在場指揮的㆒名行政署官員，在請願㆟士要求借用廁所時聲稱「話不了事」。要不是推搪卸責，就是權

責不符，不應委以危機處理重責的適當㆟選，他的部門主管和㆖司，均有重大失職之嫌。
2 當晚趕往現場調停的立法會議員，就指當晚行政署長在重要的時刻時個多小時都不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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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度武力？最低度武力？最低度武力？最低度武力？

9. 即使警方有必要使用武力清場，部份警員中使用的武力亦非最低度，包
括在抬離車道上的示威人群後仍不給機會予示威者著地自己步行，以示

威者頭部著力抬示威者，將示威者身體拖行，反手倒骹地抬示威者，只

有三人合力抬一人，在人數力度不足的情況下強行拉起或抬起肥壯的示

威者等等。這些做法不少可能只是忙亂的錯失，但卻大多數可以避免的

過度武力，只要警隊願意放慢來做，尤其當示威者只是採取和平不合作

的方式面對驅散，對執行的警員也多點保障，例如丟手倒地撞傷那宗意

外就不會發生。至於令女示威者走光，男警插手觸碰示威者，甚至參與

抬幾步的情況就不會發生。

10. 當日更有記者指控指警察出手打人，則由於我們沒有人看到，有待獨立
查證，無法置評。

11. 不過，我們應該指出，當日有不少前線警員，在受命採取行動時力圖小
心謹慎，避免傷害示威者。

武力對付新聞工作者武力對付新聞工作者武力對付新聞工作者武力對付新聞工作者

12. 警方在早上六時半清場驅趕閘外行車道上的示威者時，先請記者，要他
們離開請願者鄰近，走到靠馬路一側的鐵馬之外，以及行人路的上方和

下方兩個方向的記者，不是已經走到鐵馬之外，就是靠到政府總部鐵閘

一側，與警方相當合作。可是，警方卻堅持要靠閘門的一側的記者也要

離開，到鐵馬之外。部份記者堅持不肯離去，才得以留下。其後有記者

因趨近而遭驅趕和抬離，記者給抬起後雙腳遭一字馬式拉開，一些記者

更遭追逐驅趕，亦有其他記者期間受傷。

13. 在遮打花園居留權示威清場時，因警方先行驅趕記者至一側，令記者無
法觀察和採訪警方用武，及對記者使用武力和用上手扣，受到社會嚴重

批評，警隊曾一度推出一些措施如設立即場的「傳媒聯絡主任」，以便

與記者商討採訪安排後。不料在今次事件又再故態復萌，將其不了解和

不尊重新聞尤其採訪自由的缺憾再度暴露人前。

14. 警方並不明白傳媒報導和監察政府的重要功能，不清楚記者除了在保護
示威者免受警方不當暴力對待之外，若有示威者襲擊警員時，同樣可以

起著保護警員的作用。警隊應加強培訓警員，讓他們明白更多的人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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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包括《約翰內斯堡原則》中要求在人權有可能受到侵犯的情況下，

要容許獨立的人權監察人員和記者在場見證。

15. 有些警員在採取行動時，在高叫「差人做 」的時候，忘了記者也在工

作，應該對他們的工作給予支持和方便，要給他們近距離拍攝和採訪的

安排，應視他們的存在如燈柱花槽一般，是工作環境的一部份而影響到

他的工作，是他工作必須面對的因素，予以照顧，而非動不動就移離現

場的。警隊應在訓練中更加強對《警察程序手冊》中便利記者指引的認

識。

16. 警隊的防暴和人群管制訓練中，必須加入記者和人權監察者的角色，令
他們更如貼近現實地去學會處理這類場面。當然，警隊亦要加強對《警

察程序手冊》中便利記者指引的認識，以免令有關的規定如同虛設。

17. 修改不當的《公安條例》，免除警方解散任何未經通知的但又和平又不
大影響交通和他人的權力，亦有助避免當日的驅散。

強橫政治的犧牲品強橫政治的犧牲品強橫政治的犧牲品強橫政治的犧牲品

18. 人權監察要指出，前線警員和示威者今次都是人大常委釋法這種強橫政
治的犧牲品。正如西彥所言，「沒有公義就沒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強橫政治的受害人，很多時都不會引頸就戮，最終前線的執法
者就受命去以法治人，和示威者一道成了權勢者的犧牲品。

19. 最後，人權監察亦相信行政署也要對此次不幸事件負責，該署封鎖政府
總部示威空間的措施，以至當日即場的決策失誤，以至行政署長未有走

在最前線作危機管理，都是事件惡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說，今次是行政

署和它的官員誤事，警隊給它背黑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