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感謝兩位作者邀請我為本書寫一個小序。我相信你們深入的研

究，會為香港令人讚歎的發展加添一部受人讚賞的重要歷史著作。

我已經離開香港 36年了，在這期間警隊繼續發展，女性警務人員

也開始在警隊高層擔任重要的崗位。

這樣的成就是對女性的抱負、努力和韌性的見證。特別是在

1960 和 1970 年代的警隊擴張期間，出現了不少新的發展和實驗性

的計劃。通過小心的監測和逐步的實施，成功地催化 80年代的成

果。

這本權威性的歷史書見證了過去 66年以來所有不同職級女警

的發展，以及她們為香港社區作出的卓越貢獻和忠誠服務。今天，

通過繼續堅持以服務為本的傳統目標和願景，香港女警務人員得以

其聞名的冷靜、效率和人道精神去迎接明天的挑戰。

高迪華（A. H. Calderwood）

2014 年 10 月 21 日

寫於蘇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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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迪華（A. H. Calderwood）

生於警察世家，祖父及數名叔父都曾於紀律部隊服務。她在加入警隊之

前，曾於蘇格蘭格拉斯哥市內的線廠工作，當時立志成為教師或傳道人，後來

自覺學養不足而放棄念頭。

在 20歲生日那天，她決定投身格拉斯哥警隊，她於 1954年就任警員，

其後獲晉升為警長，並接受委派，遠赴重洋，加入香港警隊。

她到任後擔任香港首位女警司羅慧儂（Marjorie Elsie Lovell）的副手，共

同領導香港警隊女警部的工作和發展。她升任警司後，駐守九龍總區，其後被

派往警察總部，負責警員招聘及警隊發展等工作。退休前，她成為警察訓練學

校的首位女校長。 

著有《服務社會二十五週年特刊︰一九四九—一九七四》（In Service of 

the Community: 1949-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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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交通禮貌巡邏”人員指示過路之駕駛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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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務一般給人的印象是男性化的工作，但當今大部分先進國

家的警隊都已經有女性人員在職，縱然她們大多仍是警隊

內的“少數民族”。如以色列警隊內女性人員的比率雖然為全球之

冠，但仍只佔警隊總數的 30%左右，在高層的比例更少。香港市

民對女性警務人員並不陌生，據警隊的資料顯示，本港女警的總數

自 70年代起維持於 15%左右，比率並不算太低。市民不難在街上

碰見女警執勤，而電視及報章也不時報導由女警官策劃及指揮的警

務行動。今天加入警隊已經不只是男性的專利，一些有志於警務工

作的女性，無論學歷高低，都可以選擇投身警隊，以警察為終身職

業。

世界各地的警隊在引入女警初期，大都會把兩性人員分配到不

同的工作崗位中—男性較多負起“控制”（control）類，而女性則

較多負責“服務”（service）類的工作。從社會發展的軌跡來看，“服

務”類工種需求的增加，直接促使警隊引入更多女性人員。一如外

國初期的情況，香港招聘的第一批女警主要被分派處理婦孺相關案

件，例如處理棄嬰、被拐女性及性工作者等，而並非負責“警惡懲

奸”或應付暴力事件等“控制”類工作。近年不少研究警政的學者

認為，引入女警對那些深受貪污濫權、賭博及濫施暴力等醜聞纏身

的、較為“男性化”的警隊，可能會有正面的影響。有些研究更指

出，警隊管理級人員若由女性充任，更會帶來“轉化領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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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因為相對於男長官，女性領導人員

更能締造及強化警隊組織專業化和問責的機制，扭轉單向監控市民

的傳統警務理念，並發展“雙向式”的社區警務工作。當現代警隊

邁向專業化及更強調組織管理時，對警官們的通盤管理能力也有更

高的要求。當政府的領袖，以至普羅市民皆認為女警在文書及行政

警務工作中，表現比男警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時候，也就正是女警們

在警隊角色日益吃重的主因。

 1.1  本書特色

女性在香港警隊的出現始於 20世紀 50年代，只有短短 60多

年的發展，但她們在警隊中的角色已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管

理的層面，警務處也在女性人員的管理架構、訓練、職任調配以至

服務條件各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改變。這些轉變，一方面顯示了政府

及警隊的管理層怎樣通過警務改革來回應香港社會的變遷，同時也

反映出香港社會日趨重視“男女平等”的概念。現時坊間有關香港

女警的學術著作，以至普及讀物也不多，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論文

及偶爾警隊官方的報導。我們希望通過翻查港府有關女警的歷史檔

案，整理當年報章對女警的報導，再加上訪問 50多名在不同年代

入職並已離任的女警，讓她們“現身說法”，重新向讀者展示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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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這 60年間在警務發展中所擔當的角色，以及她們一直為人

所忽略的貢獻。

不同年代的女警，在職業生活上面對的問題也不盡相同。

50-60年代香港市民一般教育水平不高，沒有免費教育，所以女孩

被父母勒令輟學的情況甚為普遍。當年女性職業選擇有限，加上當

時警隊對女性人員“呵護備至”：例如女性不需佩槍、不用通宵值

班等，所以警隊的職位對不少一般學歷女性來說非常吸引。不少早

年加入警隊的女性都選擇在婚後離開警隊，專心相夫教子，因為她

們（以及整個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十分牢固。這種文化

上的規範，除了體現在女警婚後事業上的選擇外，也可以從警隊的

福利制度中看到。男性多為家庭主要的經濟支柱，加上警務工作上

有明顯的性別分工，所以男女警員的薪酬有一定的差別。福利上女

性“獨享”的結婚特別津貼（所謂的“嫁妝費”），也是建基於家庭

中男女性別分工的規範而來的。

香港社會在過去 60多年經歷重大變化，在我們檢視女警歷史

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回顧香港近代的歷史大事。如戰後難民從內地

湧入香港所引起的社會問題、政府收回新界土地發展新市鎮、 70

年代越南船民問題、大型的示威遊行事件及社會運動、普及教育的

推行，以及平等機會法例的通過等，都直接或間接影響香港警隊的

工作方向以及當中女警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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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從幾個問題開始

談到女警，無論普羅大眾或專家學者，皆會從口中溜出一連串

簡單但又值得深思的問題：警隊最初為甚麼要引入女警？如果引入

女警是為了處理和婦孺有關的案件，那麼沒有女警前，這些案件由

誰處理？有甚麼契機令當年的殖民地政府決定引入女警？不同年代

入職的女警，對這個“男人世界”，有甚麼想法？巾幗不讓鬚眉，

她們在警隊中有甚麼苦與樂？是否一如在電視、電影的描述一般？

女警們在警隊中是受到“厚待”，抑或是面對不易為人所理解的困

難？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招聘更多女警可以怎樣有效地配合社會

的需要及警隊的發展？

在其後的章節，我們準備從以下幾個不同的角度，回答以上這

些普羅大眾有興趣知道的問題，我們選擇了用“時局、制度及人情”

三個切入點，並嘗試分析香港女警過去 60多年來變化的因由。第

2章會介紹政局及警政策略在社會大環境的變遷：究竟有甚麼歷史

契機或事件，會促成公共行政、警隊、以至女警的變革？女警為何

從男性主導警隊內受保護的“稀有品種”逐漸成為“不可或缺”的一

員？不少香港研究的學者曾經提出， 1967年的暴亂，以及 1997年

回歸中國是香港殖民地發展的分水嶺，而警隊作為社會管理的主要

組成部分，當然亦因而受到影響。究竟這論點可否完全套用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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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警的發展上，是我們在第 2章會探討的一些問題。第 3章則會把

重點轉到政策的層面，描述警隊在不同時期對女警的管理制度。每

個大型組織都會逐漸發展出一套有個別特色的管理及運作文化，而

香港警隊作為最大的政府部門，當然也不例外。在第 4章，則會以

“人”為主，通過受訪者的聲音，道出不同年代女性警務人員怎樣

判斷其自身職業生活的視角。不少社會學研究發現，不同社會崗位

間出現的角色衝突（ !"#$%!&'(%)）對個人的影響不一；這些衝突的

經驗和帶來的影響視乎個別人士的性別、職業，以至種族及其他社

會處境等而定。我們發現不少受訪的女警都曾在事業及家庭之間的

衝突中掙扎，究竟是甚麼個人及社會因素，會左右她們的取捨呢？

在第 5章，我們會回顧一下女警制服的演變，以及制服怎樣顯示出

女警在香港警務職能上的變遷。在不斷轉化中的警隊次文化裏，究

竟女警們曾怎樣受不同年代警隊次文化影響？大眾文化如何構想女

警的角色？在第 6章我們會看看不同年代以女警為主題的電視、電

影，怎樣引導觀眾們想像女性在警隊中的角色。這些通過大眾文化

塑造出來的女警形象，事實上也反映出女警在社會警政中的角色。

第 7章是幾位不同年代入職、各具代表性的女警們的專訪。從她們

在警隊的工作和成就，我們可以具體看到女性在警隊角色的轉變和

重要性。在第 8章的總結中，我們會介紹一些學術概念及理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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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女性在警務工作中的位置，大膽檢視及提出一些女性在香港警

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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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首批從黃竹坑畢業的女學警，與導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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