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126/02-03號文件

2003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2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 2003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年電子交易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I.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就《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章 )(下稱 “該條
例 ”)進行雜項修訂，確保香港具備與時並進的法
律架構，以配合電子商務的最新發展。

2.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a) 政府當局曾檢討該條例，並就改善及更新該
條例的各項建議進行公眾諮詢，現提交條例

草案建議的修訂。

(b) 條例草案建議，就不涉及與政府進行的交
易，在法律上除承認數碼簽署外，亦承認其

他形式的電子簽署。

(c) 條例草案建議，根據該條例擬議新增附表 3
中列明的法律條文規定以郵遞或面交方式

送達的文件，如以電子紀錄的形式送達，亦

被接納為符合有關規定。

(d) 條例草案引入與評估核證機關有關的改
變，以改善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的運作。

3.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當局已於 2002年 3月及 4月就各項政策建議進行
公眾諮詢。

4. 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 2002年 3月 11日及 2002年 11月 7日
諮詢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部建議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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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政府當局經檢討《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章 )(下稱 “該條例 ”)
後，對該條例引入雜項修訂，確保香港具備與時並進的法律架構，以

配合電子商務的最新發展。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工商及科技局於 2003年 6月 11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檔號： ITBB/IT 107/4/1(03) Pt.29)。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2003年 6月 25日。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4. 《電子交易條例》在 2000年 1月制定為法例，目的是透過使電
子紀錄和數碼簽署獲得等同書面紀錄和手寫簽署的法律地位，為使用

電子交易作商業及其他用途提供有利條件。該條例亦訂立架構，以促

進和利便核證機關的運作，確保電子交易可靠穩妥。在《電子交易條

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政府當局曾承諾，在該條例制定 18個月後，
會根據運作經驗、電子商務在國際上的發展，以及科技演進，檢討該

條例，藉此確保香港具備與時並進的法律架構，以配合電子商務的最

新發展。

5. 在完成檢討該條例的實施情況後，政府當局於 2002年 3月至 4
月就其改善及更新該條例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檢討範疇包括應否在

法律上承認其他形式的電子簽署，以及應否對該條例所訂的核證機關

認可計劃作出改變。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6. 條例草案載列政府當局經考慮公眾諮詢期間所接獲的意見後

制訂的建議修訂。該等建議修訂撮述如下：

在法律上承認其他形式的電子簽署

7. 該條例並不承認所有形式的電子簽署，它只給予由公開密碼

匙基礎建設技術產生的數碼簽署在法律上的承認。為使該條例所訂的

法律架構及電子商務日後的發展能夠和科技與時並進，同時亦可提供

更多選擇，以電子方式符合簽署的規定，條例草案建議，就不涉及與



3

政府進行的交易，在法律上承認所有形式的電子簽署，但須受到若干

條件所限，該等條件包括就特定情況而言是否可靠及恰當，有關各方

是否同意等。在合約方面，條例草案建議，如合約附有簽署，則合約

締約人可使用電子簽署以符合有關簽署規定。該等建議修訂與聯合國

國際貿易法例委員會的《電子貿易法例範本》採用的科技中立的做法

一致。

8. 然而，在與政府進行的交易方面，政府當局認為必須保留指

定的數碼簽署科技，因為採用指定的科技的做法可使市民明確知道，

在與政府交易時須使用何種形式的電子簽署。此外，若政府部門只須

處理一種電子簽署形式，其裝置可更符合成本效益。

以電子方式送達文件

9. 現行部分法例的條文規定以郵遞或面交的方式向有關方面送

達某些文件。現時該等法例或該條例均無訂定條文，容許以電子方式

送達文件。

10. 為利便推行電子政府計劃，條例草案建議，根據該條例擬議

新增附表 3中列明的法律條文規定以郵遞或面交方式送達的文件，如以
電子紀錄的形式送達，亦會被接納為符合有關規定。該等條文關乎根

據《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 (第 7章 )第 IV部、《差餉條例》 (第 116章 )
及《地租 (評估及徵收 )條例》 (第 515章 )向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及有關
人士送達通知書、申請書或其他文件，或根據該等條例由他們送達該

等文件。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新的附表 3。

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的運作

11. 在根據該條例訂立的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下，資訊科技署

署長 (下稱 “署長 ”)可向提供穩妥服務的核證機關作出認可。申請認可的
核證機關須提交由署長認可的獨立評估人士擬備的評估報告，說明申

請認可的核證機關能否遵守該條例的有關條文，以及署長所公布的業

務守則。認可核證機關也須每隔 12個月向署長提交評估報告。

12. 為改善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的運作，當局在條例草案中建

議下述修訂：

(a) 規定核證機關只須就核證服務的穩妥情況 (例如系統保安、程
序保障措施、財政狀況等 )委聘合資格的獨立評估人士進行評
估，而其他的運作情況，則可由該機關一名負責人員作出法

定聲明處理；及

(b) 賦權署長於認可核證機關在兩次周年評估之間出現運作上的

重大改變時，可按情況要求該機關提交評估報告及／或作出

法定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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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修訂

13. 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涉及下列事宜：

(a) 把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可作出命令以豁除該條例關乎電子紀錄

及數碼簽署各項條文的適用的權力，轉為賦予工商及科技局

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及

(b) 對《稅務條例》(第 112章 )、《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規則》(2002
年第 209號法律公告 )及《證券及期貨 (雜項 )規則》 (2002年第
216號法律公告 )作出相應修訂。

14. 條例草案若制定為法例，將會自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以憲報公

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5. 政府當局曾於 2002年 3月及 4月就該條例的檢討進行公眾諮
詢。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5段所載，公眾諮詢所接獲的意見，普
遍贊成有關建議。政府當局已按適當情況在條例草案反映具體的意

見。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6. 條例草案的建議及就檢討該條例進行公眾諮詢的結果，已於

2002年 3月 11日及 2002年 11月 7日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上討論。事務委員會委員對多項問題表示關注，包括根據核證機關自

願認可計劃批准合資格獨立人士作為評估人士的準則及批核過程的透

明度，以及政府當局將會採取何種措施，促成一個更有競爭力的認可

核證服務巿場，藉以推廣電子交易。部分委員關注該條例與其他條例

的銜接問題，因為其他法例或會採用保安程度較數碼簽署為低的其他

形式的電子簽署。政府當局解釋，該條例只是就電子交易訂立一般性

的法律架構，應不會妨礙其他政策局和部門在推廣電子服務時為配合

其特定需要而制定法例。在此等情況下，當局將會引入特定法例，以

處理對保安方面的關注。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7. 條例草案引入多項修訂，很可能對電子交易及該條例的實施

有重大影響。本部建議議員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

2003年 6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