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隊與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日漸普及，大家只需透過智能電話或電腦便可在社交媒體註冊帳戶。

截至 2016 年 12 月，社交媒體 Facebook 已經擁有 12.3 億每日活躍用戶1，代

表每天地球上，都有超過七分之一人登入 Facebook。社交媒體所接觸的人數比

歷史上任何一種媒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無論商業機構還是政府部門，都

紛紛在社交媒體開設帳戶，與大眾建立溝通渠道。 

  

有見及此，香港政府部門亦緊貼潮流，在 Facebook 註冊專頁。2015 年 10 

月 5 日，香港警務處開設「香港警察 Hong Kong Police」Facebook專頁，成為

首個註冊的紀律部隊。2016 年 11 月 17 日，香港警務處再在另一社交媒體 

Instagram 上註冊「hongkongpoliceforce」帳戶，全面進入社交媒體，增加與市民

交流。警隊推出 Instagram 帳戶後，於 2016年 11月及 2017年 2月，警隊內部

部門，其他政府部門，與學術界進行過兩場數百人的大型研討會，牽涉到警隊社

交媒體的運用的討論上。 

  

制定社交媒體使用目的 

 

香港警務處為政府部門，使用社交媒體的目的與商業機構或有不同。紀律部

隊的特殊工作性質，又與一般行政部門，有所區別。 

 

商業機構透過建立專頁或帳戶，連繫大眾及融入受眾當中，推廣公司形象、

產品或服務，最後希望說服社交媒體用戶，進行交易，從而增加收入2。但是，

政府部門使用社交媒體的目的，或有不同。警隊不會直接由社交媒體用戶手上獲

得利潤，因此商界所採用以「推銷為主」的方法，並不適合警隊。 

 

警隊使用社交媒體的目的，可以分為四方面3，包括： 

1. 通過互相交流，建立可靠的關係和社區從屬感； 

2. 提高在社區中的聲譽； 

3. 提供一個讓人們提問的論壇和向公眾提供有用而平日不常分享的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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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過將資訊迅速傳播，更有效保護社區。例如幫助抓住嫌疑犯及尋找失踪

人仕等。 

 

因應社交媒體的特性，警隊可以4： 

1. 建立可信關係； 

2. 進一步管理警隊聲譽； 

3. 提供回應訴求渠道； 

4. 令消息快速傳播； 

5. 取得嫌疑犯資料； 

6. 防止罪行；及 

7. 提高透明度。 

 

綜合以上所述，以及其他參考文獻5，我們總結並建議警隊使用社交媒體的

目的有三：一、增加權威性；二、提高查案辦案效率；三、增加市民參與度。只

要目標明確，香港警隊便可有效地制定行動策略，再決定應製作的內容，善用社

交媒體，達至目標。 

 

根據目的，制定社交媒體策略 

 

為達至增加權威性、提高查案辦案效率及增加市民參與度三個目的，我們提

議警隊從以下社交媒體特性入手，制定未來使用社交媒體策略。 

 

1. 打破時地隔閡  

在互聯網發展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延遲時間愈來愈短。社交媒體更將

溝通速度推向極致，讓用戶可以即時發放訊息和與其他用戶溝通。在突發事

件中，警隊可以透過社交媒體發放即時資訊，讓一眾關心突發事件的社交媒

體用戶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從而提高自身權威性。港鐵尖沙咀站縱火事

件，便是其中一例 (如下圖，擷取自香港警務處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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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的即時性亦有助提高查案辦案效率，在罪案發生後警隊可以在

社交媒體上發出通緝資訊，邀請市民協助。當警隊在社交媒體發放資訊時，

市民的即時回應更可以令警隊第一時間初步了解市民對事件想法。 

 

而且社交媒體上並不存在地域隔閡問題，所以每一個公開帖文理論上都

可以傳遞到所有用戶手中。警隊可借助社交媒體的跨地域性來面向世界，將

香港警隊權威性宣揚海外，例如邀請來自少數族裔的警察作訪問，帶出香港

警隊的公平公正形象。社交媒體亦可以令警方調查案件時受地域所限的難度

減低，以及有助警隊得知海外港人的想法。 

 

2. 資訊碎片化 

社交媒體的用戶，頻繁交流，分享，轉發。但內容轉發，很多時只是訊

息的部份，更夾雜著個人意見，以致產生不少誤會或偏頗言論。而且，每一

個用戶，在自己個人頁面發布分享，儼如一個一個自媒體，影響力不可小看。

警隊擁有自己的社交媒體，就可完整發布資訊。用者用戶，收到任何發布消

息，想進一步搜尋的話，警隊的社交媒體，便成了重要的完整訊息來源。有

人以為實質資訊沉悶，為迎合社交媒體、網絡群組、或年輕人，只建議擺放

輕鬆、攪笑、沒有實際內容的帖文，這可能是天大的誤會了。從網絡使用行

為來分析，主要是以搜尋方式找資料，稱為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要有資料，要讓社交媒體用戶找得到，才可主導資訊流動。 

 

3. 私人傳播頻道 

社交媒體讓所有用戶都可以廣播自己所見所聞，因此每人的帳戶都成為

他們自己的私人傳播頻道，香港警隊當然可以利用這一點來達到增加權威性、

提高查案辦案效率及了解市民想法的目的。但同時亦要尊重每個用戶的社交

媒體運用，就如大家尊重傳媒的獨立性一樣，尊重他們的想法。 

 

用戶可以透過多媒體應用，令社交媒體內容更豐富，從而吸引更多人讚

好及追蹤專頁。但社交媒體的多媒體應用卻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可以令內

容更吸引，提升內部士氣，另一方面卻有機會令警員承受更多壓力。因為警



員使用社交媒體難免會將家人及私人照片上載及公開個人資料，如果這些資

料讓不法之徒得到，對警員及其身邊的人都會造成威脅。 

 

4. 半互動性 

社交媒體與廣告不同，並不是一種單向宣傳渠道。警隊應透過社交媒體

與市民建立溝通橋樑，通過交流讓市民用自己的私人傳播頻道說出對警隊看

法。 通過主動與社交媒體用戶互動，讓用戶投入互動當中，進而產生歸屬感。

由日常交流中建立互信關係，最終與警隊共同建立網上社區。 需要注意的是，

警隊與社交媒體用戶之間關係並不可能完全平等，因為警隊希望建立有效的

警民關係，而不是一般朋友關係。兩者之間存在信息量、地位不對等，這種

互動我們稱為「半互動性」(Parasocial interaction)6， 就如城中名人與支持者、

政客與公眾一樣，兩者之間存在階級及距離。 「半互動性」可以令警方保持

市民投入度，建立網上社區之餘，令市民尊重，保持自身的權威性，而毋須

建立單對單的朋友關係，也不用為搏用戶一笑而犠牲自身形象。 

 

總結  

香港警務處在一年左右註冊了兩個社交媒體帳戶，可見他們正努力尋求

與市民溝通渠道。 希望在未來香港警務處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繼續縱向發展，在

同一個平台，開拓更多不同年齡層的社交媒體帳戶；同時，橫向發展，多開拓不

同平台，例如，深受學生歡迎的 Snapchat ，或是中年人士也常使用的 WeChat 等。

而運用社交媒體方面，除了要摸著石頭過河之餘，同時亦需要明確機構本身獨特

目標，才可以將資源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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