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會向各位講解警隊將會推出的三項新計劃 

第一項是合適成人通知書 

第二項是守護咭計劃 

最後一項就是行為指標 

警隊在構思計劃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有一些計劃原則的 

第一就是我們希望務求任何人不會因為他的殘疾受到不公平對待 

這就是說一個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是不會因為他們的殘疾受到不公平或者比較差的待遇 

第二，我們希望做到精益求精 

能夠盡量優化我們為MIP朋友提供的服務 

但是作為一個執法機構光靠警隊是無法做得好的 

所以我們希望在不同的範疇 

能夠得到每個持份者的合作和支持 

藉此改善對MIP的服務 

但在我講解這個計劃之前 

也想跟大家講解一般人在什麼情況下跟警方有接觸 

通常他是受害人或證人，或是被捕人 

我也會介紹警方一般的調查程序 

無論他是受害人、證人或者被捕人 

都很大機會經由警方與他錄取口供 

如果他是一個被捕人，他會被拘捕及搜身，之後會被帶回警署會見值日官 

值日官有需要審視這次拘捕的理由  

如果覺得拘捕理由是足分的話 

他就會讓我們的同事繼續調查 

理由不充份就會即場釋放這名人士 

值日官也會看看他有何醫療需要，有否需要安排見醫生 

其他調查程序包括打指模、採取DNA樣本作化驗和進行認人程序 

無論如何，我們拘捕一個人48小時內都要做好基本調查的工作 

之後就會安排被捕人保釋外出或者無條件釋放 

如嚴重的話會檢控被捕人 

檢控之後如果案件是輕微的 

我們會安排法庭擔保，讓他自己出席法庭 

如果屬於嚴重的案件 

我們就會拘留這被捕人，直至帶上法庭為止 

為了能夠確保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即MIP 

他們在涉及警方調查時候得到應有的權利 



我們有一項合適成人制度 

合適成人是指一個獨立於警方而且與案無關 

並在調查過程中陪伴MIP的成人 

現在警隊的程序規定主要調查工作都需要有合適成人在場 

這制度亦存在於其他先進國家的司法體系中 

那到底誰才是合適成人呢？ 

一個MIP的親人、監護人，或者其他負責照顧或者看管該人士的人 

如果找不到，則是一名對處理精神紊亂或弱智人士有經驗的人 

但不能是警務人員或者受僱於警方的人 

如果沒有，就是其他非警務人員，或者由非警方聘用的人士 

那其實在什麼情況之下需要合適成人在場呢？ 

包括我們所有的會面調查、和MIP錄取口供、 

或者把MIP帶返警署之後、被羈留之前進行的人身搜查、 

認人程序、收取體內樣本作化學鑑證，或是落案起訴 

這些情況都需要合適成人在場 

那合適成人如何幫到MIP保障他們的權利呢？ 

第一就是幫助MIP明白他們有的權利 

到底被羈留或者接受警方調查的人士有什麼權利呢？ 

第一，可以尋求法律援助 

告訴親人他們身在警署 

和親友聯絡 

如果已取口供的，可以領取一份副本 

如果是外國公民，可以和領事館聯絡 

可以要求食物和喝水，有需要的可以尋求醫療診治 

或者要求保釋外出 

大家不需要擔心記不到這些權利 

因為被捕人和合適成人，我們都會給他一份羈留人士通知書 

裏面已經詳列了所有羈留人士所享有的權利 

除了幫助MIP朋友明白他們的權利之外 

我們都希望有關合適成人能夠為MIP提供情緒上的支援 

因為當一個MIP和警方接觸時 

他可能身處一個陌生的地方，面對著一些陌生人 

可能他會很擔心、很緊張、不習慣、不適應 

如果有一個熟識他的人在他旁邊  

他的情緒應該可以穩定一點 

其次就是就MIP的福利向警方提出建議 



是什麼建議呢，因為有時候MIP未必會主動提出他的需要 

譬如會面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 

需要休息一會，或者他需要吃些東西、喝點水 

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合適成人應該去觀察 

我們的會面或者調查程序是否公平 

譬如MIP所講的東西，該警員有沒有如實記錄下來 

如果他說今天吃了飯，那口供是否這樣寫 

合適成人可以通知警方MIP朋友在醫療或者藥物上的需要 

還有就是協助MIP與警方溝通 

警隊在設計這個合適成人通知書其中一個目的 

是回應關注團體的訴求 

因為有些相關團體和關注組織提過 

有很多合適成人包括社工家長等 

都不太清楚合適成人的角色和責任 

所以我們考慮及參考外國的經驗 

發覺以書面的形式去通知合適成人他的角色及責任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也以防同事們講解得不詳盡 

它的好處是維持準確性、完整一致，不會有偏差及遺漏 

大家不用擔心 

合適成人通知書只是以書面的形式去通知合適成人他的角色和責任 

而合適成人現在的角色維持不變 

也可以消除大家的疑慮 

有些家長和關注團體都會有疑問 

為何合適成人需在口供上加簽呢？ 

其實在口供上加簽，是有兩個含義的 

第一是證明他在現場 

其實即使我們有兩名警員與一名市民錄口供 

那兩名警員都要在口供上簽名證明他們當時在現場 

第二就是說你在口供上加簽 

證明了這一份口供的問題和答案的準確紀錄 

譬如說那名警員問MIP你吃了飯沒有？ 

他說吃了，那這個就是準確的紀錄 

那大家就可以簽名了 

如果該警員當時記錄了他沒吃飯的話，那就不應該簽名了 

大家不需要擔心 

簽名並不是同意當事人的說話的真確性 



只不過是代表當時該警員寫下當事人的說話 

講了這麼久，到底這張合適成人通知書是怎樣的？ 

現在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一份就是合適成人通知書 

現在我放大了這一張合適成人通知書 

第一部分是要求合適成人要閱讀這份通知書 

裡面也說了他需要細閱警方發給拘留人士 

或者接受警方調查人士的通知書 

因為這份通知書是包含了被拘留人士的權利 

而合適成人是要令MIP朋友明白他們享有的權利 

所以我們也希望合適成人仔細閱讀這份文件 

第二部分詳述了合適成人在什麼情況下警方會要求他到場協助 

包括會面調查等等，剛才已提到，我也不重覆了 

另外也詳細說明了身為合適成人角色和責任是什麼 

包括提供情緒上的支援，令到MIP明白他們的權利 

這些剛才已提到，不再重覆了 

第五點也列出了合適成人在口供上加簽的意思 

只是確認這份口供是會面時 

所作出的問題和答案的準確紀錄 

合適成人是不需要對口供的真確性作出保證的 

另外，是合適成人不應該做的事情 

包括不應該代表MIP人士回答問題 

亦不應該在調查期間作出一些干擾的行為 

最後是一些基本資料 

檔案編號，發出通知書的人員 

發出日期，時間，MIP姓名，合適成人的姓名 

最後合適成人是會被要求簽收這份通知書 

接著我會介紹我們的第二項計劃－守護咭計劃 

守護咭計劃亦是為回應一些關注團體及家長組織較早前向警方提出的意見 

第一，他們想警察及早識別MIP 

第二，可以理解到他們的特殊需要 

第三，可以及早找到他們的親人或者合適成年人以提供協助 

在此我想告訴大家即使警方人員已經受過訓練 

但很多時仍然有困難去識別一個人是否MIP 

特別是在即時接觸的短時間內 

都會有困難去辨識一個人是否MIP 

因為有一些MIP朋友，他們的外表特徵與普通人無大分別 



另外，我們亦很想得知他們的緊急聯絡人資料 

方便我們可以聯絡他們提供協助 

所以我們參考了英國南威爾斯警隊及蘭開夏警隊類似的計劃 

守護咭類似器官捐贈咭，讓有需要的人士攜帶 

咭上寫上MIP朋友的殘疾 

他們的特殊需要，和他們的緊急聯絡人的聯絡方法 

當MIP單獨一人時遇上意外出事，而又帶著這張守護咭 

警方執法人員很快便知道他們的殘疾及需要 

亦可以找到他們的親屬提供協助 

從而減低不必要的誤會 

例如他的特徵是說話時手部會不停地揮動 

或者容易情緒激動 

或者是沒有太大回應  

或是迴避眼神接觸 

這時候同事便會知道他有這些特徵 

便可消除一些誤會 

整個計劃的目的是令到執法人員 

可以及早識別MIP和了解他們的殘疾 

亦可及早了解他們的醫療藥物或溝通需要 

最重要的是可以知道他們的親屬的聯絡方法 

等他們更快可以得到協助 

守護咭計劃其實有幾個特點： 

第一，就是自願參與 

第二，守護咭內的資料是自行填寫  

寫多少及內容有多詳盡都是MIP和他的親屬自行決定 

第三，我們不設登記制度或資料庫 

守護咭內的資料警方並不會存檔 

其實整個計劃都是以協助MIP為考慮 

這個計劃的預期效益是警方希望透過守護咭計劃 

可以盡快找到MIP的家人或合適成人提供協助 

可以減低執法人員對有關人士的不必要誤會 

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有一些MIP可能有一些行為特徵容易令執法人員誤會 

例如可能他們會有很大的動作，情緒比較激動 

或說話的時候迴避對方的眼神 

如果我們知道他的一些特徵，就可消除這些誤會 



在此我想強調守護咭並非可以代替殘疾咭的一個措施 

因為殘疾咭是一個核實的制度，證明持有人是一名傷殘人士 

而守護咭並沒有這個核實的制度 

我們設計的主要方面是為了 

協助執法人員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幫助MIP 

守護咭寫了我們的服務對象和目的 

守護咭的內頁亦有我們的計劃概念 

所需的資料是寫在內頁相關的地方 

大家可以沿虛線剪下守護咭 

將它對摺放在錢包內 

有需要的時候執法人員可以找到， 

就可對有關人士提供協助 

現在我會介紹如何填寫守護咭 

需要填寫的資料包括MIP本人的名字，他的緊急聯絡人的姓名和電話 

他的殘疾，例如：自閉症 

他的行為特徵 

例如：他會重複別人的說話，說話時不會望向對方 

當警員知道這些資料便不會誤會他閃縮或有不軌的企圖 

第二個例子是他患有腦退化 

每日都需要服食藥物 

他亦容易脾氣暴躁和經常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 

第三個例子是他是輕度弱智 

早晚都需要服食抗精神病藥物 

而且當有另一人大聲對他說話他會很緊張 

這些資料對於執法人員來說都是十分重要 

知道這些資料後執法人員便會盡量避免大聲對他說話 

這就可以減低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可以減低MIP的緊張 

有需要人士可以在各警署報案室 

社會福利署醫務社會服務單位 

或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或相關的社福機構、家長組織索取守護咭 

為協助前線人員更有效識別MIP 

警方亦邀請了專業精神科及心理科醫生 

制定了一個關於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行為指標 

指標內列出一些MIP的普遍特徵 



希望可以協助人員儘快識別MIP，從而減少誤會 

指標內亦有一些貼士教導前線人員如何與MIP溝通 

希望可儘快採取合適措施幫助他們 

行為指標主要是從三方面去判斷一個人是否MIP 

第一就是他的個人狀況 

譬如他接受教育的地方。他是否在特殊學校上學？ 

他的住所性質，他是否住在某些院舍？他是否在庇護工場上班？ 

身上有沒有殘疾咭？有沒有相關的藥物等等 

第二就是他的行為 

他會否表現得很迷失？或者混亂? 

譬如弄不清楚時間地點、個人的身份或者出現幻覺？ 

他會否與人溝通時欠缺眼神接觸？ 

會否有些不合乎年齡的行為? 

譬如過份幼稚，過份熱情，或者退縮 

或者他會否有不恰當的社交行為？ 

譬如發出一些不恰當的笑聲，無故揮手 

或者與別人說話時距離好近，或者迴避眼神接觸 

第三就是對話 

我們與有關人士說話時會否發覺他說話紊亂 

或者欠缺回應，或者只作一些簡單的回答 

他會否經常重複別人的說話，如鸚鵡學舌 

他講話時會否無連貫性，突然從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題目 

其實每一個MIP的特徵都不盡相同 

我們會提醒同事小心留意 

我們希望綜合三方面的行為指標 

可以令我們的同事更有系統地識別MIP 

行為指標內亦有幫助同事與MIP溝通的建議 

譬如：應該尊重對方，減低對方的壓力和焦慮 

給予耐性等待對方回答，用字要簡短 

有需要時要澄清對方的意思 

同時要照顧對方的生理需要，例如如廁、飲水等等 

亦應避免視對方為小朋友 

或者令對方容易受到滋擾 

亦不應大聲問話，或用艱深詞語 

亦避免催促對方回答 

其實這些建議和行為指標 



主要目的是為協助前線人員儘快識別MIP 

改善與他們的溝通，減低他們的焦慮 

就著三個新措施  

警隊已制定特定的套件在訓練日 

向人員提供專題培訓 

由8月下旬開始，涵蓋所有正規、輔警及文職人員 

新措施將於訓練日完成後於11月下旬推出 

除了向服務MIP之機構和家長組織宣傳我們的新措施外 

我們透過內部訓練和各種指引宣傳 

確保各人員都知悉及遵從新指引 

另外，我們首次就新措施在警察公共網頁開設一個專題頁面 

希望我們有關服務MIP的新措施 

能夠以一個最快捷及方便的渠道讓市民知道 

除了三個新措施的簡介 

亦有一個相關的影片及常見問題可供各市民參考 

警隊在設計訓練日套件時亦集合了很多不同的專業 

包括醫生、社工、專責照顧MIP之護士等等 

提供他們的專業意見 

這個訓練套件有專家講解MIP的常見症狀和如何與他們有效溝通 

亦有一些警方與MIP的真實個案分享 

有些自閉症人士，可能面對一些警察或者執法人員時 

會表現得很緊張 

另有一部分，對穿著制服的人士特別鍾愛 

有些朋友見到警察不單不懼怕 

可能會走去觸摸他們的配槍或者其他裝備, 

有機會引起誤會 

自閉症人士在控制情緒時並不容易, 可能亦在這方面較弱 

如果他們情緒激動的時候，可能你亦需要考慮後退一步 

讓他有空間冷靜下來，然後先向他發問 

例如說：可否再問你一個問題 

或者我可否走近你和你傾談 

先保持距離問他 

如果他拒絕回答或者你再多次發問， 他都不回應 

其實你不能視之為他答應你什麼 

那你可能考慮到其實他是有點抗拒 

當我們和精神病患者溝通時候 



我們要先問自己是否已準備妥當 

留意個人說話語氣和身體語言, 包括表情和姿勢 

避免令患者感覺被輕視或者激起他們的情緒 

假設他們比較敏感或情緒不穩定，應該先安撫他們 

以友善的態度同親和力消除他們的防衛，令他們願意配合 

另外，我要理解患者當時的思維能力和情緒是受到他的病影響 

而阻礙他與其他人的溝通能力 

我們需要給予額外的耐性和空間 

令患者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想法及感受 

要聆聽,要避免與他們爭拗，如幻聽、幻覺、妄想等是否真實 

我們可採用開放式的提問，例如和他們說 

可以講多一些你的想法嗎?還有呢? 

你希望我聯絡誰人來支援你 

精神病患者的性格及行為和一般人一樣都是多樣性 

溝通模式不可以一成不變的 

2015年的時候,我們接查一宗遊蕩案件 

案件中一名九歲小朋友，當他前往補習社期間 

在升降機內遭一名男子從後擁抱 

經調查後發現涉案人一名MIP 

當知悉他是MIP後, 我們主動聯絡他的家人以了解事件詳情 

我與他的媽媽溝通期間才知悉 

該名19歲的涉案人的智商可能只有八至九歲 

經過他的媽媽同意後, 我們找尋到他以前就讀的學校的班主任 

邀請她協助調查 

幸運地, 那名老師十分合作及熱心  

迅速到警署助查 

及後才證實涉案人的智商只有八至九歲 

當他在升降機內看到一名八九歲的小朋友 

所作之舉動是想和他交朋友 

就這宗案件中,我們認為合適成年人,在書本上當然是指父母或者家人 

但我覺得其實就是凡指可以支援到被捕人或者係MIP，令他們安心 

令他們可以把所想的都說出來，這便是合適成人 

其實我認為, 即使大家如何入手調查案件，目的都是想儘快把事件圓滿解決 

其實有些事, 未做是無法想到成效的 

當我們做了並知道成效, 我們便可說服同事們去參考這些良好的工作方式 

同事可先想想走這一步是否對整件事有幫助 



可能有時會感覺這樣做是不必要或浪費時間 

但其實只要走多一步,做多少少, 令事件更圓滿解決都是值得的 

MIP是精神或者智力上有障礙的人  

他們在被捕或者被刑事調查時 

所受的壓力及困難要比一般人大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多行一步 

在處理他們時多給予耐心及同埋心 

這不單使我們的工作更加暢順 

更能夠令到MIP得到適切對待 

達至雙贏的局面 

透過今次的訓練，除希望可以加強人員的能力技巧，及專業敏感度外 

亦都可以改變人員的態度，令人員及MIP可以互相尊重 

更加理解到MIP人士的需要 

今次這三項新措施是警方改善對MIP群體服務的第一步 

警方會透過持續的檢討以及與各個專業界別 

包括專家、家長組織、非政府團體等持續合作 

我們希望繼續改善對MIP群體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