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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周刊 
 

“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专访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白韫六副廉政专员黄世照 
 

本报记者   王丽丽  
 

  在香港，有一杯咖啡，让人避而远之，一辈子也不希望有机会尝到。它来自 ICAC——廉政

公署。 
  1974 年到 2014 年，廉政公署在香港执法 40 年。廉政公署以请喝咖啡的方式请人协助调查，

最初被质疑，但很快确立了强大的公信力，至今威严依旧、执法如山。廉署逢贪必抓的反贪行动

守护着香港，建设了香港的法治与文明。 
  在香港，几乎妇孺皆知的是廉政公署的经典广告词: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20 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以经济方面的出色表现位列东亚四小龙。但经济增长的同时引发了

社会问题，由于社会内部缺乏约束和惩治，带来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问题，贪污在公共服务机构

中相当严重。 
  香港总警司葛柏贪污案，发案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对这起案件的侦破

和结案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案件，直接催生了廉政公署的诞生。 
  1974 年 2 月 15 日，香港独立执法的专职反贪机构廉政公署(ICAC)成立。40 年来，廉政公署

通过高度独立的运作，执法、防贪、教育“三管齐下”，有效地遏制腐败，成为反腐典范。 
  近日，记者采访了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白韫六和副廉政专员黄世照。 
  第一部分 
  40 年 耕耘 
  三管齐下全面肃贪 
  记者:《廉政公署条例》规定，ICAC 采取全面肃贪的反腐策略，以“调查、预防及教育”三

管齐下打击贪污。请问 40 年来，调查权在具体权能上经历过哪些发展与演变?教育与预防方式历

经了哪些新发展、新变化? 
  “调查、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 
  白韫六:经过多年的努力，香港由贿赂成风的社会蜕变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廉洁之都。香港能

迈向清廉，全赖有完善的法治制度、稳固的法律基础、专业的反贪团队和民众的支持。廉政公署

采取“三管齐下”的反贪策略，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是一个有效治理贪污的模式——— 
  一是执法:有效侦查贪污，令贪污成为高风险罪行，提高以身试法的代价，发挥阻吓作用。 
  二是预防:从制度方面，将贪污的漏洞或机会减至最低，并且强化系统以及早侦查贪污舞弊的

行为。过去 40 年，我们为各政府部门审查不同的工作范畴，例如采购、合约判授、牌照审批及

人事管理等。 
  三是教育:如果人心不变，还是觉得贪污可以接受，则难以建构廉洁社会文化。除了向大众传

播廉洁意识，我们亦会为不同行业，例如金融界、饮食界及中小企业度身订造防贪宣传教育计划。 
  调查权及其演变 
  白韫六:廉署一向的宗旨是坚持执法公正无私，才能取信于市民。不论涉案人士的背景，我们

一直秉持依法办事原则，调查贪污案件公正独立，无畏无惧。 
  廉署主要是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和《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行使

法定权力，调查公营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贪污案件，及有关以下选举:行政长官、立法会、选举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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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界别分组、区议会、乡议局议员、乡事委员会及村代表等一切与该等选举有关的行为。 
  廉署调查的每宗案件，都要向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审委会)交代。若未得到审委会同意，

廉署不得终止任何调查。这个委员会独立于廉署，由十多位社会人士组成，来自不同专业及界别，

代表市民监察廉政公署的调查工作。 
  廉署已经成立 40 年，随着社会演进，其调查权力经历过检讨和修订，包括 1991 年因应《香

港人权法案》的通过而进行的检讨，及 1994 年由独立的廉政公署权责检讨委员会进行的检讨。

法例在修订后规定廉署在行使大部分调查权时，必须事先获得法庭批准。 
  2006 年通过有关监管执法部门进行截听及秘密监察的法例，廉署在执行有关行动时，与其他

执法机关一样，必须遵照法例的要求，并接受监察专员监督。 
  2008 年《防止贿赂条例》修订后授权廉署调查行政长官涉及贪污行为。 
  教育与预防的新发展与变化 
  白韫六:一是加强年轻人教育。廉洁社会得来不易，稍有松懈，贪污便可能死灰复燃，新一代

绝大多数人没有亲身经历过贪污，要维护廉洁必须将廉政价值观薪火相传，因此廉署十分重视向

青少年推广倡廉教育。 
  二是配合新媒体发展。除了传统的电视剧集及广告宣传，廉署近年亦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

希望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市民，例如 Facebook、YouTube 和微博等，设有特定的频道发布廉署消

息，亦制作微电影和推出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开发不同的渠道接触不同群体，向市民推广反贪信

息。 
  三是防贪工作与时并进。香港社会瞬息万变，防贪工作也必须随时代演变，紧贴社会发展。

防止贪污处以同步预防的方式，向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提供适时的防贪建议，包括就政府部门或

公共机构一些大型基建工程或发展项目，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有关工程或项目的标书评审委

员会，提供防贪意见，以确保评标过程公平公正。亦会为私营机构提供防贪建议，举办诚信管理

工作坊，提升诚信操守，包括楼宇管理、采购及中医等范畴。 
  40 年来，我们都是倚赖市民支持推动肃贪倡廉工作才可以取得成果。正如我们的宣传口号:
“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廉署的工作目标就是要继续赢取社会大众支持，与廉署同一阵线维护

香港的廉洁。 
  第二部分 
  40 年 信任 
  保护举报，取信于民 
  记者:ICAC 成立之初，举报人愿意提供个人资料的“具名(实名)举报”比例仅为 35%。40 年

来，实名举报的数据有什么变化?2013 年的数据是多少?在保护举报人、证人方面，ICAC 有哪些

切实有效的做法和经验? 
  黄世照: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贪污猖獗，社会普遍接受贪污，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廉署在 1974 年成立时，市民对廉署采取观望态度，信心有待提升，因此廉署成立初期，具名贪

污投诉只占投诉总数的三分之一。 
  经过 40 年的努力，香港市民对贪污的态度基本上是零容忍，而廉洁更已成为香港的核心价

值观，因此具名投诉占总投诉的比例已升至七成。2013 年，具名投诉的比例是 71%，显示了市民

对廉署有信心，调查人员亦能获取更详尽及准确的资料，以便有效地跟进及调查。 
  举报人身份方面，廉署制定了严谨程序及措施，将举报人的身份及举报内容保密。所有的举

报资料只会存放在机密档案内，只有获授权人士，例如负责调查该宗案件的调查员或其他指定的

廉署人员在“有需要知情”下才可翻阅这些资料，所以举报人无须担心个人资料或投诉资料外泄。 
  早在 1987 年，廉署就已设有单面反光镜认人室，这是香港第一个使用单向观察屏幕的执法

机构，让证人从单向观察辨认疑犯，目的亦是为了保障证人的安全。 
  根据《证人保护条例》，廉署设立有效机制与程序进行保护证人的工作，执行处亦设立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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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及枪械组，执行有关证人保护的行动。 
  第三部分 
  40 年 保护 
  廉署人员能力超群、廉洁自持 
  记者:ICAC 目前有多少工作人员?40 年来加入过这支队伍的人数总共有多少?在调查与其他两

项职责之间的人员分布是八二开的依据是什么? 
  ICAC 选人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法律人士与非法律人士的比例有多少?是怎样培训调查员的?又
是怎样保持非法律专业人士专业优势的? 
  白韫六:截至今年 5 月，廉政公署总共有约 1300 名工作人员，其中执行处有约 970 人，防止

贪防处约 50 人，社区关系处约 180 人，而行政总部就有约 120 人。 
  自廉政公署成立至今，执法都是廉政公署的重点工作。人手分布主要是配合工作需要，执行

处人手最多，是由于调查罪行的需要。特别是因为贪污是隐蔽罪行，除了前线调查人员外，执行

处亦设有其他支援单位，包括情报资料搜集、法证会计和电脑法证等。 
  至于入职条件，廉政公署有三个部门，分别是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因为工作

性质不同，各部门对人员的要求亦有所不同，当中包括专业职系，例如法证会计师、电脑专才等，

不同岗位有不同的入职要求，一般入职要求如下:成熟、独立、主动性强;具领导潜能，积极进取，

能够在压力下工作;良好中英文能力;体格良好;操守良好。 
  个别人员修读法律课程的数目，我们没有统计。挑选人才时不局限于法律训练背景，各行各

业和不同学历背景人士都会考虑。 
  至于培训调查员问题，助理廉政主任和廉政主任加入廉署时先接受分别为期 13 至 16 个星期

的入职培训，内容涵盖法律条文、证据规则、电脑鉴证、财务调查、调查技巧、枪械使用、规例

及程序和沟通技巧等。 
  部分廉署人员获派参加各地著名学府和执法机关举办的培训，有助廉署人员的专业技能保持

在世界顶尖的水平。 
  为持续提升调查人员的领导才能及专业水平，廉署定期举办调查主任指挥课程及总调查主任

指挥课程，为在职调查人员提供持续培训。 
  记者:ICAC 如何确保人员高度廉洁?谁能监督廉政公署?目前在确保自身廉洁方面是否也遭遇

了一些挑战?具体的解决方案是什幺? 
  白韫六:廉署自成立以来已设有内部调查及监察组专责调查涉及廉署职员的违纪行为和贪污

指控，以及涉及廉署或其职员的非刑事投诉。 
  廉署会就每宗廉署职员被指称涉及贪污及相关刑事罪行的个案向律政司司长征询法律意见，

并将已完成调查的个案向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报告。 
  另外，独立运作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负责听取和审议涉及廉署或其职员的非刑事投诉的

调查报告，并在有需要时向廉政专员建议应采取的纪律处分或行政上的跟进。负责监察廉署的贪

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亦会听取和审视由廉政专员报告廉署对职员所采取的纪律处分。 
  违规的廉署人员会按个别违规情况，采取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包括口头警告、书面警告等，

最严重的会被革职。 
  第四部分 
  40 年 变迁 
  廉署改变了香港 
  记者:ICAC 在香港耕耘 40 年，是怎样改变港人的生活方式的?倡导对腐败零容忍，对香港反

腐文化的建设有怎样的价值? 
  白韫六:廉署初成立之际，香港贪污猖獗，行贿受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个别政府部门贪污情

况尤其严重，例如警察受贿包娼庇赌、消防员索取茶钱才开水喉救火，即所谓“有水放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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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的贪污举报涉及政府部门。全靠廉署的三管齐下策略，改变了香港人对贪污的态度，他们不

再视贪污为必然和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坚拒贪污。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98.8%的受访者表示在

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遇到过贪污。调查亦发现，市民普遍厌弃贪污。以 0 至 10 分评估受访者对贪

污的容忍度，0 分代表完全不能容忍，10 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结果平均分是 0.8 分。 
  在政府，过往出现在某些政府部门的集团式贪污已经消灭，公务员队伍整体保持廉洁，而涉

及公务员的案件多属个人行为，今时今日政府人员明目张胆地行贿受贿情况减少，市民亦明白不

需要向政府人员行贿以取得服务。经历多年的防贪工作，各政府部门大致上设立了良好的工作常

规及程序，政府运作透明度高，贪污漏洞减少。 
  在商界，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各行各业发展蓬勃，但同时滋生不少贪污机会，特

别在商业活动方面，有人以非法回佣为做生意的“润滑油”。私营机构贪污投诉上升，廉署成功

侦破多宗巨额商业贪污舞弊案，令商界和社会明白，贪污不仅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大众利益。 
  1995 年，廉署在香港六大主要商会支持下成立香港道德发展中心，提供有关诚信管理的顾问

服务，包括商业及专业道德培训、协助制定公司纪律守则、系统控制及出版实务指南等，同时透

过举办大型研讨会，提升企业高层的良好管治意识。 
  为了改变市民对贪污的态度，廉署社区关系处人员在成立之初，不辞劳苦亲身深入社区，向

各阶层人士，例如艇户及司机面对面宣扬廉洁信息，让他们深入了解贪污的祸害。 
  廉署亦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反贪信息，亦是首个政府机关以电视剧集作推广。廉政剧集自

1975 年已开始播出，至《廉政行动 2014》已是第 15 辑。 
  这些宣传教育工作都有助于改变市民对贪污的态度。廉署每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95%至

98%的被访者支持廉署的工作，并对贪污(包括公务员及商界)的容忍度极低，充分反映今时今日

香港市民已经“不想贪”。 
  香港是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2013 年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显示，香港在 177 个国家和地区

中排名第 15 名。2005 年至今，香港的排名均在第 12 名至第 15 名之间，成为不少国家反贪机构

的借鉴对象。香港亦连续 20 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又赞许香港是公

认的廉洁之地，贪污问题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