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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促請詳細交代有關警方處理大型遊行集會諮詢區議會的方法 

 
 一直以來，警方在處理大型遊行集會時，都會以妥善處理遊行集會為原則，跟組織者進行會議

商討遊行路線、時間、交通分流等安排。終審法院在 2005 年處理「不反對通知書」這一制度有否違

憲時亦接納律政司的理由，並且再三強調警方在處理遊行示威時是有正面責任協助遊行集會的進

行，以確保遊行集會是在最少的限制及干預內進行。如警方要為遊行集會施加條件，則需證明其措

施是「必要」及「相稱」，遊行集會的自由除了是普世的基本人權價值，亦是普通法中的基本概

念，警方必須尊重及以正面的態度，盡力捍衛市民遊行集會的自由和權利。 
 
 然而，閣下於十一月十三日表示，日後在審批大型示威遊行時，將會諮詢受影響地區的區議

會，以平衡公眾需要後再作決定。 而根據傳媒報導，警務處打算在今年首先在灣仔區議會等地區實

行有關諮詢措施（下簡稱“措施”)。民間人權陣線（下稱“民陣”）作為每年舉辦全港最大型遊行 
（七一遊行） 的主辦單位，對於警務處是次的決定深感擔憂，擔心民陣日後難以舉辦大型遊行，或

受到諸多的阻難。故特此來函要求警務處詳細交代有關警方日後處理大型遊行集會時諮詢區議會的

具體安排，並作出以下查詢： 
 
1. 警務處能否闡明有關措施的推行理據及考慮為何?回歸 15 年以來，警方在處理遊行集會的安排是

否欠缺足夠的經驗和渠道，因而打算日後以此措施補充有關安排； 
2. 警方會如何執行有關措施，例如：是否設有諮詢機制?諮詢的程序為何?諮詢對象包括甚麼人?選

擇這些人的理據為何?整個諮詢由開始到完結，需時多久及次數多少，將以甚麼方式進行有關諮

詢（例如是否會作書面諮詢或與區議員會面）； 
3. 現時，遊行及集會的主辦單位須於七天前向警方提出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而部分遊行及集會由於

個別原因（例如相關社會議題或訴求迫切），甚至在不足七天前向警方提出申請。警務處打算如

何在七日甚至更少的時間，進行諮詢措施? 
4. 警方將如何採納有關的諮詢結果，作出決定時是基於甚麼準則進行； 
5. 如諮詢所得意見是反對有關遊行集會的進行，警方是否會根據相關意見對遊行集會設下限制（例

如行車線、遊行時間、示威物品、參與人數等），甚至發出反對通知書予遊行集會的主辦單位？ 
 
 民陣對於是次警方實行新措施深感擔憂及疑惑，擔心新措施將收窄港人遊行集會空間。期望警

務處能盡快於本月內闡明有關說法及措施，佇候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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