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   女警   —  警队如何体现男女平等  

香港警队现时是世界上各主要城市的警察队伍中，女警人数比率最高

的地区之一。  

然而，早于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并无女性警务人员。在此之前，不

少警署会以非正式方式招聘女性担任「搜查员」一职，专责替女疑犯

及女被捕人士进行搜身及套取指模的工作。直至一九四九年，警队聘

用了四十四名女性搜查员。 1 

一九四九年，首名女性警务人员马来西亚籍华人许锦涛(别号高健美)

获聘为警队女副督察。2 入职后，她未有接受任何正式训练，便立即

被派到刑事纪录科，三个月后被派到港岛中区负责案件调查，是香港

首名女性侦缉人员。她于一九五二年晋升为督察，及至一九六二年离

职。 3 

一九五一年，由于警队需要招募女警员，警队管理层便委派许锦涛招

募第一批女警，以取代当时的女搜查员，此后女警便成为香港警队的

一部分。 4 首批获聘的女警共有十人，最后有九人顺利毕业。 5 她们

在警察训练学校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当时的妇孺条

例，同时亦有社工定期授课。6 警队当时未设女警专班，女警会被安

排与男警一同受训，其中包括步操训练。 7  

在一九五一年获聘用的首批女警很快便证明本身的价值。完成受训后

不久，市民已不再对街上巡逻的女警投以奇异目光，并视她们为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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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每逢香港社会出现事故，例如一九六二年大批非

法入境者由内地涌入，女警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成千上万

的非法入境者越过浅水的深圳河进入香港境内，警队的 273 名女警随

即全部出动赶赴边境支援，安抚恐慌的人群之余，并协助遏止非法入

境者继续涌入香港。  

一九五零及六零年代出现的大规模公共秩序问题，更令警队意识到女

性警务人员的重要性。一九六七年暴动及炸弹浪潮期间，警队经常调

派女警到爆发大型冲突的地点，特别是总督府，应付女性示威群众。

当时女警并没有武器装备。由于女警予人较温和的形象，8   她们的出

现，往往能缓和一触即发的混乱局面。 9   

在确认妇女价值和权利方面，香港警队往往走在社会最前线。一九七

四年，警队已全面实施男女警务人员同工同酬制度。 1 0   

一九六七年动乱后，女警不再只扮演支援男同事的角色，而是开始处

理更多重要的工作，且不限于人群管理，而是执行更多其他职务。 1 1  

一九九二年第一个全女警机动部队「Tango」连成立，主要为应付强

制遣返越南船民的工作。为了让女警尽可能执行更多基本警察职务，

一九九五年起所有新入职的女性警务人员须参与强制性枪械射击训

练，并须佩枪值勤，与男性警务人员看齐。  

除枪械射击训练外，由一九九五年开始，新入职的女警经挑选后须接

受机动部队训练。 1 2  自此，机动部队人员，不分男女，都在不同的

主要内部保安或公众活动管理行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现时，在警队任何一个单位工作的女警，享有与男警相同的待遇。此

外，水警、警犬队及驾驶电单车的交通部均有女警驻守，她们几乎可

在警队任何行动性岗位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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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警第一  

 

警队首位女副督察  许锦涛（别号高健美）  1949 年 12 月 1 日

警队首位女高级督察  J. Panter 1963 年 6 月 21 日

警队首位华人女高级督察  吕芷英    李爱莲  1967 年 4 月 1 日 

警队首位女助理警司  柏德力  1958 年 4 月 1 日 

警队首位女警司  罗慧侬  1963 年 12 月 8 日

警队首位华人女警司  吕芷英  1971 年 8 月 1 日 

警队首位女高级警司 罗慧侬 1971 年 6 月 23 日

警队首位华人女高级警司  王梁锦珊  1981 年 10 月 1 日

警队首位女总警司  高迪华  1977 年 5 月 14 日

警队首位华人女总警司  王梁锦珊  1987 年 6 月 10 日

警队首位女助理处长  王梁锦珊  1995 年 1 月 21 日

警队首位女高级助理处长 赵慧贤 2014 年 9 月 17 日

警队首位女副处长 赵慧贤 2017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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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女警在香港仔黄竹坑警察训练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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