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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英明在接受訪問時表示，香港回歸祖國後，特區政
府大力支持防貪打貪工作，千禧年後，廉署工作更

揭開新篇章。

組國際反貪「鐵三角」設學院
他出任廉政專員後，落實由香港廉政公署、有170名會
員的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和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組成的「鐵三
角」合作發展計劃，大幅拓展反貪工作未來發展空間，其
中「亮點」之一是成立香港國際廉政學院。

逾40國家或地區望取經
學院第一個「標誌性」課程，是與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

題辦公室合辦為期9日的財務調查專業課程，約40個名額
迅即額滿，包括約20個國家，以及內地、澳門及本地一
些執法機構人員參加課程。
「為什麼叫標誌性，是因為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

室第一次在香港開辦海外課程，亦是廉署多年來所舉辦課
程報名最踴躍一次。」胡英明笑言，最初有超過40個國
家/地區報名，但基於希望課程做得更精品化，「不想課
程太多人而兼顧唔到，所以這次只接納20個國家（或地
區）參加。」
為檢視成立學院的概念是否獲廣泛接受及學院開辦課程
的能力，廉署已於去年開辦多個先導課程作測試，「結果
成績令人非常鼓舞，因為在籌備過程中，見到報名非常踴
躍。」
胡英明介紹，學院設計的課程有別於以往，會為個別學

員度身訂做、實用性強，學員參加課程後給予的反應非常
正面，「學員不約而同要求舉辦更多（課程），印證我們
成立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的理念是正確。」
被問到香港國際廉政學院會如何為學員度身訂做課程，

胡英明解釋，香港今時今日的廉潔情況及社會氛圍，是經
過50年一步一步打造出來，但不少國家或地區，特別是
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問題可能是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面
對過的問題，甚至部分國家地區可能更加落後，「若不理
會實際情況，只是提供整套課程，他們可能會消化不到，
出現消化不良。」所以，廉署人員會先與學員了解其所屬
地區的現況，以確定最適合的課程設計。

循「一帶一路」分享防貪「秘笈」
胡英明坦言，香港經歷2019年的修例風波後，外國人

或機構不了解香港實際情况，甚至產生誤解。成立香港國
際廉政學院，可透過提供不同課程輸出香港廉潔文化，發
揮橋樑作用，通過與世界各地不同機構交流，反映香港的
實際情況，讓海外人士及機構到香港參與課程期間，對香
港有真實的體驗，香港法治愈來愈好；「眼見好過口
講……很多學員返回自己國家後，會在社交媒體上講述
自己所見所聞，其實香港沒有問題。」
同時，廉署人員未來還會分批到中亞及非洲地區分享反
貪經驗，或者邀請他們來港受訓，形式可以千變萬化。
胡英明又提到，廉署一直配合國家的「一帶一路」發展

戰略，即使過去數年受疫情影響，廉署也在線上為「一帶
一路」國家舉辦50多個訓練課程，累計超過60個國家共
2,000名人員參與。回顧過去一年復常後，他與廉署同僚
馬不停蹄舉辦課程及交流，包括去年「一帶一路」國家在
香港舉辦大型基建防貪實體課程，其間廉政公署更安排學
員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分享防貪工作，反應非常好。
胡英明形容，廉署這方面的工作收穫豐富，效果超出預

期，有同事更開玩笑說：「我們好像做旅遊大使。」他強
調，今年廉署除繼續到「一帶一路」國家進行訪問及培訓
外，還會在香港繼續舉辦相關課程，繼續說好香港故事、
說好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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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廉

政公署成立50周年。廉政

專員胡英明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回顧了廉署在半個世紀反貪路上，一步一腳

印將香港打造成為全球最廉潔地方之一。在新時代

「反貪樹廉」的道路上，他強調廉署將繼續砥礪奮

進，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向參與的國

家分享及交流香港的防貪經驗，又透露將於下周三

（21日）正式成立香港國際廉政學院，為各地執

法部門及機構提供該署度身訂做的反貪課程，向全

世界推廣香港廉潔文化和分享反貪經驗，搭建「說

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的橋

樑，讓海外學員切身體會香港的法治

愈來愈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立本、李芷珊

廉政專員胡英明在專訪中表示，貪污是全球性問題，成
立香港國際廉政學院不僅是與海外執法機構交流分享經
驗，也是公署內部需要的「加強劑」。香港國際廉政學院
將有一套自行研發的「實戰易」虛擬實境（VR）訓練系
統。模擬前線人員執法時，因應學員不同表現和決策而帶
來新的情節發展，希望透過不同情節的層層交疊，讓廉署
人員更容易掌握在實際執法時，應對各式各樣突發情況的
技巧。
香港國際廉政學院位於廉政公署大樓其中兩層，由一名

助理處長兼任學院總監，現階段約有40多名廉署人員負
責。學院內部培訓導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和演示了
「實戰易」虛擬實境訓練過程，學員只需頭戴顯示器，即
可猶如身處實境。導師因應學員表現透過iPad發出指示，
令劇情能互動發展。
廉署人員模擬一名工程公司負責人向建築署一名工程師行

賄，以換取批出工程合約，廉署採取行動上門搜屋及拉人。
人員到達工程公司負責人寓所外，負責人應門時，人員即按
程序表露身份、上門目的及展示法庭搜查令。人員進入單
位後，要求嫌疑人出示身份證確認身份，再宣讀所涉罪名
及疑犯權益，其間疑犯妻子用手機拍攝人員，人員即時要
求停止拍攝。同一時間，疑犯帶同手機反鎖在廁所致電通
知其他人，人員即拍門喝止及表明會使用武力破門，最終
令疑犯開門。
其後，熒光幕展示人員不當決策可能造成的影響，包括
當疑犯妻子用手機拍攝時未有阻止，以至行動同步上載互
聯網被網民評論；人員同時因未能有效阻止疑犯反鎖廁所
向外「通風報信」，以致同謀可以及時銷毀涉案證據。
當訓練完結後，學員的表現數據會被記錄及累積，作為

參考發展更多不同實況訓練，例如上庭答辯、公司搜證及
電腦鑑證等。長遠而言，將來學員進行學術研究時，累積
的數據更可作為基礎參考。
胡英明又透露，廉署將進一步提升利用電腦偵查貪污案

件的能力，他表示，廉署1999年成立電腦資料鑑證及資訊
科技研究組，利用電腦鑑證科技調查網上及電腦罪案；
2012年亦成立法證會計組，處理複雜資金流向問題。而兩
個小組均在不同案件貢獻良多，因應貪污手法越趨隱蔽及
迂迴曲折，廉署未來將增設更多類似專門小組應對。

廣招人才添實力
在招募人才方面，胡英明指，雖然應徵人數較以前減

少，但相關數字仍算樂觀，胡英明認為「人才不會嫌多」，
廉署會加強招聘宣傳，包括到清華大學及復旦大學舉辦招
聘講座介紹廉署工作。他憶述，廉署曾舉辦同類活動，學
生反應非常熱烈，加上他曾接獲內地大學的香港學生信
件，向廉署表達濃厚興趣，故未來將前往其他內地大學舉
辦交流及招聘活動。

廉政公署過去50年，因應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的變化，面
對不同階段不同特徵的打貪挑戰，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制定
防貪打貪策略。胡英明認為，香港經歷黑暴和疫情後，社會
和經濟活動復常，經濟發展一定會比以前更快及規模更大，
但若果管理不善便會有很多貪污風險，令市民根本享受不到
經濟成果；所以廉署去年就一些影響民生的貪污案進行大型
執法行動，包括機場三跑及樓宇管理貪污案，向社會傳遞一
個信息「有廉政公署看着，不要亂來！」
胡英明表示，在廉署1974年成立初期，當時香港社會貪
污成風，主要表現在當時的港英政府多部門都有以權謀私情
況，且是集團式及系統化犯案，使市民產生受賄、行賄並不
違法的錯誤思想，甚至認為貪污是公開化、生活的一部分。
經過廉署打擊後，公僕集團式貪污問題近年幾乎絕跡，反而

私營機構貪污案件大幅飆升，但在廉署嚴厲執法下，沒有出
現龐大集團貪污情況。
由於廉署大力宣傳防貪，市民防罪意識不斷提高，「現時

隨便問一個小朋友，都知道貪污犯法。」但近年來，不法分
子犯案越趨個人化，私營機構不時出現以權謀私、貪污舞
弊，將工程及採購利益，以不法手段交給「自己人」。因
此，私營機構貪污數字由1980年代佔廉署整體個案25%，
升至近年七成。胡英明強調，銀行業、保險業、建築業等大
型行業的廉潔程度或對民生造成影響，故特區政府投入大量
資源，為本地公私營機構舉辦課程。最近，他與同事商討繼
續舉辦有關大型基建或其他主題課程，今年更將舉辦20個
海外課程及10個本地課程，目標訓練約2,000名人員，並會
全力配合國家反貪腐工作，全力配合國家整體發展。

科技模擬實戰偵案
應對疑人「耍手段」

貪污犯案趨個人化 主戰場轉向護民生

50 年打貪經歷
四個階段演變

1.「靜默的革命」：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港英政

府部門貪污情況非常嚴重，尤
以總警司葛柏貪污案對香港反
貪歷程影響最深。當年事件
引起大批市民上街抗議，觸
發港英政府1974年成立廉政
公署。當年推行反貪腐行動
非常困難，
但廉署人員
堅持信念，
1975年將葛
柏引渡回港
受審及判監
4年。

2.「經濟起飛」：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香

港在金融、銀行等方面發展
蓬勃，但監管貪污未算完
善，私營機構貪污案大幅飆
升、佔整體罪案數字25%，
其中最為人熟知是「佳寧
案」，廉署調查歷時長達17
年，是廉署調查時間最長的
個案。

3.「回歸祖國」：
1997年後香港經濟發

展日益蓬勃，由於不少
人貪圖「賺快錢」，加上
香港和內地貿易增加，
走私及假信用卡案件亦
大幅上升，私營機構貪
污數字仍持續上升。為
此，特區政府繼續大力
支持廉署反貪工作，並
沒有減低打擊力度。

4.「反貪新篇章」：2000年以
後，大型貪污案件越來越少，廉署
踏入成果收成期，香港仍是全球最
廉潔地方之一。中央政府於2006年
正式確認全球首項全面反
貪的法律協議，即《聯合
國反腐敗公約》，指定香
港廉政公署協助其他締約
國制訂和實施具體預防腐
敗措施。2007年，廉署加
入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同

年位於渣華道的總部正式啟用。
這段期間，廉署破獲多宗大案，

包括2018年5月在「窩輪」買賣詐騙
案中，成功令法庭充公1.11億港

元，是歷來充公最大金額
的犯罪得益。2019年12
月，廉署人員獲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及特區政府
推薦及支持，参加聯合國
「初級專業人員」計劃，首
次派員去聯合國任職。

▲▼廉署人員透過虛擬實境訓練系統掌握實際執法
時應對突發情況的技巧。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廉政學院融合中西特色，走廊牆上節錄大量與廉
潔、操守有關的古代詩詞。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立本 攝

◆左起：廉政專員胡英明、廉署執行處助理處長兼學
院總監柳智浩、副學院總監（國際培訓）陳卓熙。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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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柏貪污案引起大批市民上街抗議。 佳寧案主腦陳松青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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