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CB(2)2297/07-08(01)號文件 

《種族歧視條例草案》委員會 

政府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提出的各項一般事宜的回應 

 

 事項 

（條例草案有關條文） 

I. 適用於政府 

(條例草案第3條) 

(4) 進行法律分析，（以具體例子）說明此條例草案會對政府作出多

大程度的規管、在條例草案第3條下可獲豁除的政府作為，以及

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例》，政府在種族歧視方面所承擔的法律

責任的範圍。 

政府當局的回應： 

在以往的會議上，政府已解釋了草案第3條原本字句的理念，及

在《香港人權法案條例》在防止種族歧視方面的保障。為

了解決議員的疑慮，政府會提出委員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修改草案第3條。 

II. 種族歧視與斷定是否“有理可據＂的準則 

(條例草案第4條) 

(2) 解釋為何採用合理及相稱的原則與切實可行的原則，來驗證施

加某項要求或條件根據條例草案第4(1)(b)條是否有理可據，因

為按照《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十六條，在法律

上享有平等和有效的保護而不受任何歧視，是一項沒有限制的

基本權利。 

政府當局的回應： 

為了解決議員的疑慮，政府會提出修正案修改草案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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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 

（條例草案有關條文） 

III. “基於種族＂的涵義及對內地新來港定居人士的適用情況 

(條例草案第8條) 

(10) 提供資料，說明為解決歧視內地新移民的問題而增撥的資源及

推行的新政策／措施。 

政府當局的回應： 

政府為內地新來港人士提供了廣泛的公共服務。這包括了教

育、求職、職業培訓、醫療、房屋、社會及社區服務。有關的

詳情已載於立法會編號CB(2)1773/07-08(02)號文件中。在大部

分的情況下，這些服務都是以有關政策局／部門向新來港人士

及其他市民大眾提供的服務形式。因此，是不可以分割出那部

分政府的支出是特定服務新來港人士。對於那些可分開的支出

見附件A。 

為了方便計劃和盡早向新來港人士提供服務，以讓他們能早日

融入社會，民政事務總署和入境事務處聯手進行收集新來港人

士的情況和服務需要的資料。這些資料是透過在入境口岸及在

人事登記處派發的問卷來收集的。 

有議員曾問到社會福利署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取代新來港定居

人士服務中心的原因。有關資料見附件B。 

V. 提供貨品、設施和服務 

(條例草案第5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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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 

（條例草案有關條文） 

(1) 就在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方面使用或不使用特定語文的例外

情況，進一步提出理據。 

政府當局的回應： 

語文並不是種族的一項因素。為了清晰法例條文，草案第58條

清楚地說明在或沒有在適用於一些條文（包括提供服務和設施）

的情況下使用任何語文並不定為違法。事實上，要求私人或政

府在進行業務時使用所有的語文或用服務對象所要選擇的語

文，是不切實際和不合理的。因此，是不適宜修改或刪除草案

第58條。 

(2) 解釋在甚麼情況下，政府部門向公眾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時

使用英語（本港的法定語文之一）並不可行。 

政府當局的回應： 

香港的法定語文是中文和英文。市民在索取資料或查詢時，政

府都會盡可能以來信所用的法定語文回覆。前線人員須視乎服

務對象所用的是中文還是英文，而選用同樣的語言來回答查詢

和提供協助。在某些情況例如是在地區舉辦的活動，中文可能

是主要使用的語文而不一定提供英語傳譯服務。政府新聞處所

提供演說的抄本只是以講者在演說時所用的語文。要求政府無

時無刻兼以中英文提供服務，並不是切實可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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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 

（條例草案有關條文） 

(3) 跟進團體代表作出的投訴，指少數族裔人士因語言問題而未能

在公立醫院／診所接受適當的治療；以及開列過去數年有多少

宗由少數族裔人士向政府當局及其他公共機構作出的投訴，指

公立醫院／診所沒有提供翻譯服務，來照顧非華語服務使用者

的需要；並提供資料，說明有否任何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為市

民提供服務時只使用中文。 

政府當局的回應： 

醫院管理局會推行額外傳譯服務措施以協助少數族裔人士使用

公共醫療服務。有關措施詳見另行發出名為“政府當局就代表

團體對少數族裔人士在職業培訓及醫院傳譯服務方面所提意見

的回應＂的文件。 

(5) 回應團體就現時為少數族裔人士提供的職業訓練和在醫院為該

等人士提供的傳譯服務所表達的意見。 

政府當局的回應： 

一分名為“政府當局就代表團體對少數族裔人士在職業培訓及

醫院傳譯服務方面所提意見的回應＂的文件已另行發出。 

VIII

. 

出入境法例 

(條例草案第55條) 

(1) 就出入境法例方面的例外情況提供理據。 

政府當局的回應： 

有關出入境法例和國籍法例等例外情況的詳細解釋見附件C。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08年6月



附件A 

各政府部門為內地新來港人士提供服務的開支 

部門 2008-09年預算開支 

民政事務總署 內地新來港人士服務指南 $700,000 

撥款予非政府組織        600,000 

撥款予18區民政處 

(為內地新來港人士提供服務)        300,000 

總和：                $1,600,000 

教育局 啟動課程            $10,000,000 

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16,000,000 

適應課程                3,500,000

總和：         $29,500,000 

 

註： 至於其他服務，則沒有可分拆的開支數字，因該等服務是提

供予新來港人士及其他市民。 

 

 



附件B 

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取代新來港定居人士服務中心 

 社會福利署更改服務模式，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取代新來港定居人

士服務中心，是重新整合其服務的結果。目的是為了更妥善協調家庭服

務及加強各項服務的銜接，以能更全面和有效解決家庭所面對的問題。 

2.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能更有效照顧新來港人士的需要，原因如下： 

(1) 更方便使用：新來港定居人士服務中心位於特定地區，每間中

心覆蓋的範圍亦相對大。相比下，61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分

布於全港各區，為新來港人士及其他有需要的家庭提供更加方

便的服務； 

(2) 服務種類更全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著重及早預防和

介入，並提供新來港定居人士服務中心所沒有的服務，包括深

入輔導、體恤安置評估、安排接受臨牀心理服務等。透過提供

一系列預防、支援和治療性的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可更全

面照顧新來港人士各方面的需要； 

(3) 減少負面標籤效應：有別於新來港定居人士服務中心，由於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不單為某類服務使用者組群提供服務，可減少

對新來港人士在使用中心服務時可能帶來的負面標籤效應；及 

(4) 更能促進融入社區：由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使用者來自

不同背景，新來港人士透過參與中心的小組和活動，有更多機

會與其他人士及家庭交流，從而促進其融入社區。 

3. 截至2008年3月底，總共有45 726個個案正接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的輔導和個案支援服務，其中994個(2.2%)為新來港人士個案。在2007

年4月至2008年3月期間，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專為約2 202名新來港人

士舉辦了198個治療性、支援性、教育性、發展性及互助小組。 

 



附件C 

就國籍法和出入境法例訂立的例外條款（草案第54及55條） 

 《消除一切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公約）第一條第三款表明，

“本公約不得解釋為對締約國關於國籍、公民身分或歸化的法律規定有

任何影響，但以此種規定不歧視任一籍民為限。＂條例草案第54條的目

的旨在清楚表明，《種族歧視條例草案》（條例草案）沒有干擾任何規管

國籍、公民身分、居民身分或歸化的本地法例。 

2. 舉個例說，入境事務處獲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根據中國國籍法處理

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審批加入中國國籍申請的條件，包括申請人是否

在香港有慣常住所、主要家庭成員是否在港、是否有足夠的中文程度

等。每個申請都會因應其個別情況來處理，但被拒絕申請的人士，有可

能聲稱有關決定是基於他/她的中文程度而作出，並指這構成間接種族

歧視。草案第54條清楚地表明《種族歧視條例》(如制定)不可挑戰根據

《中國國籍法》作出的決定，包括歸化申請的決定。這將有助減少上述

不必要的爭論。議員要留意的是，歸化的語文要求是合理而不分種族，

及在其他地方都是常見的。而且中國國籍（雜項規定）條例（第540章）

第5條訂明任何根據《國籍法》的條文行使的酌情決定權須在不分可受

其行使影響的任何人的種族、膚色或宗教的情況下行使。 

3. 同樣地，根據《公約》“入境者身分＂並不是一項歧視因素。《公

約》第一條第二款訂明“本公約不適用於締約國對公民與非公民間所作

的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 

4. 每個國家或地區通常都訂有本身的出入境法例，並據此制訂規管旅

客入境或逗留的簽證政策，以便進行有效的出入境管制。這些簽證政策

的制訂，可以有效地透過出入境管制的機制，保障當地居民的利益和福

祉。 

5. 舉個例說，《入境條例》（第115章）第11條訂明入境事務主任在履

行職責時，可准許或拒絕一個沒有香港居留權或入境權的人進入香港。 

6. 一般來說，旅客在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例如持有有效的旅遊證

件、備有足夠的旅費支付留港期間的費用、沒有不良紀錄等，與及其來

港的真正目的並無疑問，方會獲考慮准許入境香港。在作出有關的決定

時，每個個案會按其個別情況及相關特殊因素（如有）作充分的個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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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入境事務主任有權在有需要時拒絕給予入境香港的准許。 

7. 根據現行法例，任何人如因被拒絕准許入境香港的決定而感到受

屈，可根據《入境條例》第53條就該項決定向政務司司長提出反對。該

人亦可向法庭申請許可，就有關決定提出司法覆核。 

8. 條例草案第55條訂明該草案並不影響任何有關出入境法例。在沒有

這條文的情況下，那些沒有權利入境或逗留香港而被拒絕入境的人

士，可能會藉着《種族歧視條例》（如獲通過）而在現有的上訴或申訴

渠道以外，向區域法院提出申索，或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投訴。這

會增加無理纏擾訴訟的風險，與及加重入境事務處及其職員應付申訴和

法庭個案等沒有必要的額外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