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九題︰確保檢控人員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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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美芬議員的

提問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的書面答覆： 

  

問題： 

  

  反修例運動自本年六月爆發以來，陸續有人被控干犯各類

罪行。據報，本年七月三十一日，有自稱是律政司內「一群檢

控人員」的人士使用律政司信箋發出一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

律政司高層處理涉及大型公眾活動案件的手法。此外，本年十

一月四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的一宗案件中，由於律政司檢控

同意書中五名被告的其中一人的姓名出錯及控罪的中英文版不

一致，五名被告獲控方撤銷控罪和當庭釋放。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律政司有否就上述公開信進行內部調查，包括發信人的

身分；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律政司有否統計至今有多少宗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檢控

個案，有關的內部程序或檢控文件有出錯的情況；如有，詳情

為何；及 

  

（三）律政司有何措施確保檢控人員秉持公正廉潔及謹慎從事

的原則處理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檢控個案？ 

  

答覆： 

  

主席： 

  

  正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最近多次向公眾重申，政府一向非

常重視公務員的品行操守。根據公務員事務局制訂的《公務員

守則》，公務員必須恪守堅守法治、誠實可信、廉潔公正、行

事客觀、不偏不倚、政治中立等基本信念。政府有既定機制處

理公務員紀律事宜。一般而言，公務員的行為、操守和表現如

違反守則或政府規例，其所屬部門會按既定程序採取適當的跟

進行動。如在調查後當局認為有證據顯示有關公務員有不當行

為或有公務員被法院裁定干犯刑事罪行，管方會採取適當的紀



律行動，包括口頭警告、書面警告、譴責、嚴厲譴責、降級、

迫令退休或革職等紀律處分。 

  

  以上機制適用於所有不同職系及職級的公務員，包括在律

政司的檢控人員。 

  

  就梁美芬議員的提問，律政司經諮詢公務員事務局後回覆

如下。 

  

（一）根據《公務員守則》，所有公務員必須維護法治和司法

公正，亦須依循適當程序辦事。公務員也必須確保公職與私人

利益之間不會出現實際、觀感上或潛在利益衝突。公務員須確

保自己所發表的個人意見，無損他們以專業、不偏不倚的態度

有效地執行公務。律政司檢控人員作為公務員，也必須遵從這

些守則。就近期的社會事件，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於今年八月及

十一月兩度向全體公務員發公開信，提醒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

中立，律政司亦另有提醒司內所有人員注意上述原則。 

  

  就律政司刑事檢控科而言，根據公開的《檢控守則》第



1.2 段，檢控人員不得受任何涉及調查、政治、傳媒、社群或

個人的利益或陳述的因素影響。作為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他們

必須確保其個人立場及以個人身分發表的意見，無礙他們以專

業、不偏不倚的態度執行職務，並應該保持獨立及公正。因

此，檢控人員在公開表達個人意見前，尤其日後有機會處理相

關的案件時，必須先考慮公開發表該等意見會否影響外界對律

政司檢控人員獨立性的觀感。 

  

  另外，各部門根據行政署發出的指引均設有具體及完整的

程序處理關於該部門的投訴。部門接獲投訴後，不論具名或匿

名，均會審慎處理。就匿名投訴，如投訴個案資料不足而又未

能聯絡投訴人以進一步了解情況，部門或難以作出有成效的調

查和跟進。 

  

  律政司一貫按照上述指引處理每宗投訴，包括題述的公開

信。我們留意到，該信由自稱律政司內「一群檢控人員」的人

士使用看似律政司信箋發出。惟以此等不具名方式表達意見，

既令人難以判斷有關人士的真正身分以向該等人士作出跟進，

亦使信件內的指控無法得以辯證。早前，在了解整體情況後，



我和刑事檢控專員亦已作出嚴正聲明，有關指控完全沒有事實

根據。 

  

（二）律政司沒有備存問題要求提供的數字。 

  

  一般而言，律政司的檢控人員進行所有檢控工作時，包括

處理檢控文件，均須嚴格按照法律和《檢控守則》下的相關指

引謹慎行事，並有責任以最高的專業標準處理所有刑事案件。

就本年十一月四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的一宗案件的處理情

況，律政司在庭上已作出陳述，法庭亦已接納律政司的解釋。

由於與該案有關的被告已隨即被捕和被控，而司法程序仍在進

行中，律政司不適宜作進一步評論。 

  

（三）如上文序言及第（一）部分答覆指出，公務員須遵守相

關的公務員守則和規例，以及他們所屬部門發出的額外守則，

而公務員在表達意見時，他們亦須確保有關意見不會與其本身

職務產生利益衝突，或可能令人覺得或會懷疑他們在執行職務

時可能會有所偏袒。 

  



  公務員的工作表現會如實、客觀和全面地反映於其評核報

告中。就公務員的不當行為、操守和表現，當局會按既定程序

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向有關人員採取紀律處分。如當局

認為個案顯示有人涉嫌干犯刑事罪行，便會把個案轉介相關執

法機關跟進。律政司的所有公務員，包括檢控人員，亦受上述

同一機制規限。 

  

  我必須強調，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一直恪守《基本法》第六

十三條，肩負起該條訂下的憲制責任，並以公平、公正和高透

明度的方式處理所有檢控工作。《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 

  

  所有刑事案件的調查工作由執法機關負責，執法機關有需

要時才會交予律政司獨立決定是否提出檢控。《檢控守則》為

檢控人員執行檢控工作提供參考基準和指引。律政司的檢控人

員在任何時間皆秉持公正廉潔，謹慎從事，而檢控人員的獨立

性、角色及職務，《檢控守則》也有詳細闡述。當中《檢控守

則》第 3.1 段提及的一個基本原則是： 



  

「檢控人員必須遵行和提倡法治。檢控人員代表社會，行事不

偏不倚，負責『秉行公義』。為此，檢控人員必須公正客觀地

協助法庭找出真相，於社會與被控告之間，依法秉公行義。」 

  

  律政司在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時，必須就所得證據和適用

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的分析，並按《檢控守則》行事。 

  

  律政司司長、刑事檢控專員及刑事檢控科團隊在進行檢控

工作時，一直秉持上述原則行事，不偏不倚、一視同仁，以維

持司法公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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