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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X  X 
 
VI 舉辦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  
 

(a) 工作進度報告  
 

立法會CB(1)861/04-05(07)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

料文件  

40. 應主席邀請，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工商 )1向委員
匯報將於 2005年 12月 13至 1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行
的世界貿易組織 (下稱 “世貿組織 ”)第六次部長級會議籌備
工作的最新進展。他表示，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統籌辦事處

(下稱 “統籌處 ”)已委任一個酒店代理，處理第六次部長級
會議的酒店住宿安排，並已委任機電工程營運基金作為項

目經理，負責統籌所提供的會議設施及資訊和通訊科技服

務。他亦匯報，有關保安和身份確認、交通安排、宣傳等

方面的籌備工作進度良好。 

 

保安及身份確認 

 
41. 有關保安及身份確認，香港警務處校長 (警察機動部
隊 )(下稱 “警務處校長 (機動部隊 )”)表示，第六次部長級會
議期間的保安安排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所有與會者及他們

在指定場地出席各項有關第六次部長級會議的活動時的

安全，並同時把有關工作對社會構成的不便及干擾降至最

低。為制訂最適合香港的保安計劃，警務處亦會汲取外國

主辦同類型全球性活動的經驗，並會為最壞的情況作好準

備。警務處亦會加強機動部隊警員的培訓，以及強化第六

次部長級會議所需的其他後勤支援。  
 
42. 單仲偕議員提及抗議活動，並促請政府當局，尤其前
線的警務人員，應充分重視言論自由，並採取開放的態

度，妥善處理這些活動，藉以維持香港的大都會形象及國

際聲譽。  
 
43. 警務處校長 (機動部隊 )提及以往在香港以和平方式
進行的大型遊行及示威活動，他向委員保證，按照既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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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期間，警務處在確保安全得到適

當程度的保障的同時，亦會盡量提供協助，讓所有和平抗

議活動得以進行。就此，從籌備期間直至第六次部長級會

議舉行時，警務處會一直與本地及海外非政府組織和其他

關注團體保持溝通，以便為他們所計劃的示威活動作出適

當的安排。警務處校長 (機動部隊 )強調，警務處有法定責
任，須確保活動期間的安全及公共秩序，並會對會議期間

發生的任何暴力事件採取迅速及有效的行動。  
 
44. 湯家驊議員認同單仲偕議員的意見，他認為若要反映
香港真正尊重人民的言論自由，政府當局便應為關注團體

／抗議人士設立指定示威區，讓他們的示威目標在出席第

六次部長級會議時均可看到及聽到他們表達的意見。  
 
45. 警務處校長 (機動部隊 )察悉委員的關注，並表示除了
盡可能在示威目標看得見及聽得到的範圍內設立指定示

威區外，政府當局亦會考慮其他因素，例如關注團體／抗

議人士能否前往有關地區，以及示威區對鄰近地區的交通

流量的影響。他強調，警務處會致力在示威人士的權利與

必需確保不會對其他人士構成危險及種種不便之間求取

平衡。警務處校長 (機動部隊 )進一步表示，待第六次部長
級會議的安排訂出更多細節，以及在臨近會議時間進行的

最新風險評估取得結果後，政府當局會在會議場地附近的

範圍劃定保安區，然後便可相應地指定一些適當的地點供

抗議活動進行。  
 
46. 陳鑑林議員指出，政府當局決不可忽略其首要任務，
乃是成功舉辦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他強調，雖然促進言論

自由十分重要，但維持法紀及公共秩序，以保障社會利益

及國際盛事能順利進行亦同樣重要。他相信警務處有能力

控制人群及處理突發事件，並會在有需要時妥善地運用其

專業技巧。  
 
相關安排  
 
47. 林健鋒議員特別提到主辦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發揮的
正面作用，有助向全世界展現香港的優勢。林議員察悉當

局會為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與會者及同行的家屬安排社

交活動，他認為政府當局應盡力令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與

會者及其家屬對香港的招待及旅遊名勝留下深刻的印

象。鑒於屆時會有大量 (約 1萬名 )海外與會者出席第六次

部長級會議，亦有很多旅客會在會議期間訪港，林議員促

請政府當局作出適時的公布，讓本地居民及旅客知悉第六

次部長級會議的所有相關活動及安排，包括大型娛樂活動

及特別交通安排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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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工業貿易署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統籌辦事處總監 (下稱
“統籌處總監 ”)回應時表示，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是一項重
要盛事，可提升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政府當局

會加強宣傳第六次部長級會議，讓公眾人士可瞭解會議對

香港的重要性及帶來的裨益。如需作出特別的交通安排，

有關部門會通知公眾，以盡量減低可能造成的不便。至於

公關策略方面，政府當局會繼續與酒店及旅遊業緊密合作

及尋求他們的協助，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得以成功舉行。

統籌處總監補充，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會提供一個展現香港

文化特色的大好機會。在舉辦的社交活動中，將會安排中

國文化表演。  
 

(b) 關於世界貿易組織特權及豁免權的附屬法例  
 

立法會CB(1)861/04-05(08)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 CB(1)862/04-05號
文件  
 

⎯⎯ 秘書處就舉辦世界

貿易組織第六次部

長級會議擬備的背

景資料簡介  
 
49. 應主席邀請，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工商 )1向委員
簡介在《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條例》(第558章 )下關於
世貿組織特權及豁免權的擬議附屬法例。附屬法例會名為

《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世界貿易組織 )令》(下稱 “《世
貿組織令》”)。他表示，根據《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
織協定》 (下稱 “《馬拉喀什協定》 ”)規定，世貿組織成員
的其中一項責任，是要授予世貿組織、其職員和其成員的

代表特權及豁免權。《馬拉喀什協定》第八條第四項規定，

世貿組織的特權及豁免權，應與聯合國在 1947年通過的
《各專門機關特權及豁免公約》 (下稱 “《1947年公約》 ”)
所訂明的特權及豁免權相若。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工
商 )1特別提到新法例必須在第六次部長級會議前制定，以
確保世貿組織的職員及其成員的代表於籌備及參與第六

次部長級會議期間，在香港執行職務時能得享有關的特權

及豁免權。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計劃於短期內提交《世貿

組織令》供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以便立法程

序可於2004至05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完成。  
 
特權及豁免權的擬議範圍  
 
50. 湯家驊議員指出，由於世貿組織並沒有主權國的地
位，因此不應享有適用於主權國的特權及豁免權。他接

提及政府當局的文件 (CB(1)861/04-05(08))第 3(a)至 (g)
段，並表示除第 3(e)及 (g)段所載列的擬議特權及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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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不會對其他的擬議特權及豁免權持強烈反對意見。

湯議員十分關注第 3(e)及 (g)段下的特權及豁免權會否包
括刑事法律責任的豁免權。如果包括的話，他認為相對於

駐港外國領事或外交代表在香港可享有的境外權利而

言，該等特權及豁免權的範圍可能過於廣泛。他明白到雖

然在一般情況下，觸犯罪行的外交代表在被派駐的國家可

獲豁免起訴，但他在所屬國家則可能需要面對法律程序。 
 
51. 國際法律科條約法律組副首席政府律師 2表示，根據
有關的國際規定，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3(e)及 (g)段下所構
思的特權及豁免權會涵蓋民事及刑事法律責任。他進一

步確認，雖然世貿組織沒有主權國的地位，但世貿組織

總監的地位相等於主權國的外交人員，因此總監應獲授

予外交人員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寬免待遇及設施。至

於職級在總監以下的世貿組織職員及世貿組織成員國代

表，則只會獲授予在執行與世貿組織有關的職務時所需

的該等特權及豁免權。  

 
52. 據湯家驊議員觀察所得，根據《馬拉喀什協定》第八
條第二及三項，世貿組織、其職員及世貿組織成員國的

代表，均應得到各個成員國授予在他們獨立執行與世貿

組織有關的職務時所需的特權及豁免權。他關注到若干

會招致刑事制裁的行為 (例如超速或魯莽駕駛 )，不應獲豁
免於法律訴究以外，因為他看不到該等豁免權 (如獲授予
的話 )如何可被視為在執行與世貿組織有關的職務時所
“必需 ”的。  
 
53. 國際法律科條約法律組副首席政府律師 2回應時解
釋，為遵從國際規定，當局必須向國際組織授予特權及

豁免權。在 1997年 7月 1日前，當局可根據《國際組織及
外交特權條例》 (第 190章 )制定附屬法例，就落實國際組
織的特權及豁免權訂立條文。在主權移交後，當局制定

名為《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條例》 (第 558章 )的新條
例，以達到相同的目的。這次，當局會根據《馬拉喀什

協定》及《 1947年公約》的規定，在《國際組織 (特權及
豁免權 )條例》下訂立《世貿組織令》。國際法律科條約
法律組副首席政府律師 2指出，香港在制定本地法例以履
行其國際責任時，不能尋求縮減或減少在《馬拉喀什協

定》及《 1947年公約》下有關人員可享有的特權及豁免
權。關於超速或魯莽駕駛的例子，他表示將該等行為說

成是在執行世貿組織的職務及責任時作出的論據難以成

立。他補充，《世貿組織令》之下的特權及豁免權被人

援引的機會很微。  
 
54. 湯家驊議員重申，他關注政府當局現時建議授予免
受訴究的豁免是否恰當。他亦指出，在制定本地法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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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國際責任時，香港過往沒有一成不變地採用整套規

定。湯議員特別提到，基於香港的情況，多項國際人權

公約也沒有藉本地法例而得到全面落實。他促請政府當

局審慎研究《馬拉喀什協定》及《 1947年公約》的條文，
並避免不加選擇地把所有條文納入《世貿組織令》。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55. 統籌處總監及國際法律科條約法律組副首席政府

律師 2承諾會在草擬《世貿組織令》時會留心委員提出的
關注，並確保其範圍不會過於廣泛。就此，主席表示，

如政府當局可就過往的同類情況提供更多資料，說明香

港如何經本地立法授予國際組織及其代表特權及豁免

權，以及過往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的其他主辦地區如

何處理類似的特權及豁免權規定，則將會十分有用。統

籌處總監同意考慮此事，並會諮詢行政署長，亦會盡量

提供所需資料以回應委員的關注。  
 
56. 單仲偕議員提及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3(a)至 (g)段，並
詢問特權及豁免權的建議是由政府當局主動提出抑或是

因應世貿組織的要求而提出。他表示，根據他的理解，

國際電訊聯盟等其他國際組織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的範

圍 似 乎 沒 有 如 此 廣 泛 。 他 察 悉 ， 《 1947年 公 約 》
(CB(1)861/04-05(08)附件 II)第六條第十九 (甲 )節的規定
與第 3(g)段的擬議豁免權大致相若。然而，他要求政府當
局提供資料，說明第 3(e)段是以《 1947年公約》哪些條文
作為藍本。  
 

 
 
 
 
 
政府當局  

57. 國際法律科條約法律組副首席政府律師 2回覆時澄
清，政府當局文件第 3(a)至 (g)段，是經參考《 1947年公
約》的有關條文後，以一般措辭載列授予世貿組織的擬

議特權及豁免權。第 3(a)至 (g)段並非反映將會在擬議法
例中使用的具體語言。然而，他向委員保證，當局在草

擬《世貿組織令》時會考慮他們的關注，而在命令中訂

明的特權及豁免權的範圍會符合但不會多過《馬拉喀什

協定》及《 1947年公約》的有關規定。他補充，政府當
局不會在命令中納入那些可透過行政措施或香港現行法

例授予的特權及豁免權。此外，擬議的附屬法例會清楚

訂明授予各個類別人員的特權及豁免權。  
 
立法程序  
 
58. 為回應委員對擬議附屬法例的範圍所提出的關注，
湯家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可否提供《世貿組織令》的擬

稿，供事務委員會考慮。單仲偕議員同意，基於進行先

訂立後審議程序的時間緊迫，如事務委員會在《世貿組

織令》正式刊憲前對其擬稿提出意見，可能會有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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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難題，以及利便在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後進行的審

議工作。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59. 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工商 )1回應時向委員保
證，當局在草擬過程中會認真考慮及處理他們就特權及

豁免權的擬議範圍所表達的意見。對於事務委員會要求

當局提供《世貿組織令》擬稿一事，政府當局承諾會予

以考慮，並會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與委員作進一步溝通。

統籌處總監表示，政府當局會因應主席較早時提出的建

議，嘗試就過往的個案及海外地區的做法提供進一步資

料。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60.  主席總結時表示，就香港主辦第六次部長級會

議方面，事務委員會同意有需要制定附屬法例，為世貿

組織提供特權及豁免權。她亦表示，為方便日後審議《世

貿組織令》，政府當局應認真考慮委員的要求，在刊憲

前提供《世貿組織令》的擬稿，供委員細閱。主席建議，

如有需要，事務委員會可在定於 2005年 3月 15日舉行的下
次會議上考慮此事，委員表示同意。  
 
 
X  X  X  X  X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