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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957/02-03(03)號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國際人權公約的實施情況：監察機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適用於香港的國際人權公約 1的有關實施情

況的監察機制。

現行機制

2. 國際人權公約的實施情況，通過多種途徑受到監察：

(a) 聯合國的報告程序：委員會知道，聯合國公約規定諦約成員

須提交定期報告，並應公約組織的要求呈交額外報告。各公約監

察組織本身就是國際社會委任的監察員。他們通過審核各政府、

非政府機構和其他組織所提交的報告，以及舉行有關的審議會，

履行監察的職責。此外，編製報告也能起監察作用，因為在編製

的過程中，有關政府須參考公約監察組織、當地及國際觀察員的

意見，總結當時在其管轄地區內的人權保障措施；

(b) 本港的司法體系：有關公約在國際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具有約束力，而且有關公約所確保的個人權利，在香港已獲得多

                                                
1  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國際公約》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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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法律保障。法院負責詮釋和落實各項通過本港的法律制度行使

的權利。在這方面，法院會參考公約監察組織的意見，以及國際

上關乎人權問題的判決。香港的司法機關既有能力又獨立，假如

有人聲稱其某些權利受到侵犯並提出訴訟，不論侵犯者是政府、

個別人士還是團體，法院都會作出公正的裁決。事實上，在所有

奉行法治的司法管轄區 (例如香港 )，法院都是保障各種權利的最

後把關者；

(c)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議員，尤其是本委員會的成員，經常促請政

府就保障人權的表現作出解釋，有關解釋涉及一般事宜，也涉及

與人權公約有關的問題；

(d) 專責組織專責組織專責組織專責組織：：：：政府設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

署、婦女事務委員會及申訴專員公署，開宗明義是為了由這些機

構監察其職權範圍內的有關情況。除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外，上述其他組織不會經常處理人權問題。雖然如

此，這些組織對於促進良好管治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任何司法管

轄區裏，這種良好的管治均是保障人權的先決條件之一；

(e)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如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情況一樣，香港的非政府

機構積極監察人權公約在本港的實施情況。這些機構會向公眾、

立法會議員及國際社會反映關注事項，因此在監察工作上是舉足

輕重的；

(f) 傳媒傳媒傳媒傳媒：：：：本港的傳媒機構享有自由、積極主動，一旦發現任何

可能違反人權的情況，定會如實報道，讓本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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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問題所在，以及相關的事實。

3. 上文清楚說明，無論在本港或國際方面，現時都有足夠機制

確保政府根據國際公約履行承諾，只不過對於政府須為承擔條約的責

任而採取什麼措施，可能意見不一。舉例來說，關於香港是否需要設

立一個獨立的中央監察組織 (通常稱為人權委員會 )的問題，便引起不

同的意見。某些本港及國際論者曾經促請我們設立一個這樣的組織。

4. 我們認為，本港現有的法律、政策及慣例，已經符合有關公

約的要求 2。不過，有論者認為，本港不按照上述建議行事，有可能

違反了國際責任。然而，實情並非如此：沒有任何一條國際公約規定

任何政府設立中央人權監察組織。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5. 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一日的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建議政府

應每年就適用於香港的公約的實施情況，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以加強

現有機制。這報告會是政府按公約規定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之餘，額外

擬備的報告。委員要求我們就上述建議作出回應。

6. 我們認為無需增設機制，但對於四月十一日會議上有關要求

政府提交進度報告的建議，我們原則上不反對。不過，這樣做會對民

                                                
2  關於我們在遵守《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規定方面的問題，屬特
殊的例外情況。我們正積極研究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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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務局原本用於按聯合國公約規定提交報告的資源，構成額外負

擔。因此，我們必須研究承擔這些額外工作的影響。我們會盡快把結

論告知委員會。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零零三年五月二零零三年五月二零零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