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1689/07-08(02)號文件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對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1)、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 (2)

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1)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所提事項的回應  

 
 
目的  
 
  本文件為回應條例草案委員會分別在二零零八年一

月二十九日、三月六日及三月二十八日會議上提出的部分

事宜，提供資料。  
 
 
轉授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的權力  
 
就警監會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將其部分職能轉授予其聘用
的技術及專業人士的權力，將《警監會條例草案》與《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 章）作一比較；重新考慮增訂
與第 486 章所載相若的條文，訂明警監會可將其部分職
能，轉授予該會根據條例草案第 5(3)條聘用為其提供服務
的技術或專業人士  
 
2.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 章）第 9(1)條訂

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可以僱用以外的方法聘用他認為

合適的從事技術工作的人士或專業人士”。第 486 章第 10
條訂明，除非另有指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可在他認為

合適的規限條款及條件（如有的話）下，將他在本條例下

的任何職能或權力，轉授予任何訂明人員，規限條款及條

件（如有的話）須在授權書中指明”。第 486 章第 2 條把

“訂明人員”界定為包括根據第 9(1)條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聘用從事技術工作的人士或專業人士。儘管有上述法定條

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迄今未有將其任何職能，轉授予其

聘用的技術或專業人士。（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根據第 480
章轉授其權力和職能的訂明人員名單，載於附件 A 的憲報

公告。）  
 
3.  至於《警監會條例草案》，第 5(2)條訂明，警監會

“可按它決定的條件，委任為協助它執行其職能所需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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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僱員”，而第 5(3)條則訂明，警監會“可按它認為合適的

方式及條件，聘用任何人提供技術或專業服務”。附表 1
第 25(1)條訂明，警監會“可用書面形式，將它在本條例下

的任何職能轉授予某委員會、某警監會成員、秘書、法律

顧問或警監會任何其他僱員”。條例草案沒有賦權警監會

將其職能轉授予該會根據第 5(3)條聘用以提供技術或專業服

務的任何人。  
 
4.  為法定警監會所作的擬議安排，與一些處理公眾投

訴的其他法定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平等機會委員會和消

費者委員會）的安排相若。雖然這三個法定機構可聘用技

術或專業人士提供服務，以協助履行其法定職能，或就關

乎執行其法定職能的事宜向這些機構提供意見，但規管這

些機構的條例，並無賦權這些機構將其職能轉授予其聘用

的技術或專業人士。  
 
5.  我們理解警監會或有需要在其僱員以外聘用其他人

士提供技術或專業服務，但預期警監會毋須將其任何職能

轉授予這些人士。舉例來說，警監會可能需要聘請公關公

司，協助進行推廣活動，加強公眾對警監會的角色的認

識  1。公關公司會策劃宣傳活動供警監會考慮，並推行警監

會通過的活動，不過，加強公眾對警監會的角色的認識這

項職能仍會由警監會肩負。因此，我們認為毋需亦實在不

宜訂明法定警監會可將其職能轉授予並非其僱員的外聘技

術及專業人士。  
 
 
警民溝通  
 
重新考慮設立供警方及弱勢社羣定期溝通的渠道  
 
6.  警隊在執行維持香港為安全城市的職務時，十分重

視推動市民的參與，並致力尋求市民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以加強溝通和相互的了解。推動社參與是警隊的策略方

針之一，警隊正推行多項高層次計劃，研究如何進一步提

                                                 

1 根據第 7(1)(e)條，警監會的其中一項職能，是“加強公眾對警監

會的角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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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現正推行的多項社區性警務措施。在個別分區和警區的

層面，警方已設立多個渠道，以便與持不同意見和關注的

團體溝通。警方亦不時與代表非華裔人士、青年組織、專

業團體、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和商會等團體會晤。

這些聯繫按情況或有系統地進行，頻密程度視乎須具體討

論事項而定。上述安排行之有效，並取得正面的回應，亦

能照顧不同持份者的需要。警方會繼續推行上述安排，並

在有需要時與個別表示有關注的團體會面。  
 
 
詳題  
 
考慮把條例草案詳題內 “為就須具報投訴委任觀察員一事訂
定條文 ”一句刪除，以及在 “監察 ”一詞後，加入 “覆檢”一詞  
 
7.  詳題概述條例草案的內容。由於有關觀察員計劃的

條文構成《警監會條例草案》一重要部分（第 31 至 35 條

及附表 2），宜在詳題提述該事宜。因此，我們建議保留詳

題內“為就須具報投訴委任觀察員一事訂定條文”。  
 
8.  詳題的作用不是複述警監會在條例草案下訂明的各

方面職能。條例草案第 7(1)條訂明的警監會職能，包括“觀

察、監察和覆檢 [警務處 ]處長處理或調查須具報投訴的方

式…”和“覆檢處長依據本條例向它呈交的任何事項”。詳

題所述“觀察和監察…處理和調查須具報投訴”這項概括性

職能已包含警監會的上述覆檢職能。換言之，現有詳題已

恰當及充分地涵蓋警監會的覆檢權力，及警監會在條例草

案不同條文下所訂明的其他權力，使警監會得以執行觀察

和監察須具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這項概括性職能。  
 
 
警監會的成員  
 
考慮刪除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4 條委任人署任委任成員的條
文，以及修正第 2(1)條“委任成員”的定義  
 
9.  我們理解很多現有法定機構的監管法例均載有委任

署任或臨時成員的條文，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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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費者委員會（見《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

216 章）第 6(4)條）；  
 
(b) 香港藝術發展局（見《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

（第 472 章）附表第 3 條）；  
 
(c) 機場管理局（見《機場管理局條例》（第 483

章）第 12(1)條）；  
 
(d) 法律援助服務局（見《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

（第 489 章）第 5(6)條）；  
 
(e) 財務匯報局（見《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附表 2 第 3(2)條）；  
 
(f) 香港貿易發展局（見《香港貿易發展局條例》

（第 1114 章）第 11(2)(c)條）；  
 
(g)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條

例》（第 1116 章）第 9(6)條）；以及  
 
(h)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見《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條例》（第 1150 章）附表 2 第 3
條）。  

 
上述條文的摘錄載於附件 B。  
 
10.  為顧及可能有需要按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4 條委任署

理警監會成員（即某名警監會成員因疾病、不在香港或其

他因由而不能執行其職能，或某警監會成員的職位懸空，

有待新的委任或再度委任），我們建議保留該條文及將第

2(1)條“委任成員”現時的定義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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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作出的投訴  
 
解釋警方如何決定某人是否“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包括
有否規定需提供證明文件  
 
11.  條例草案第 2(1)條訂明，“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

指“《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所指的患有精神紊亂

或屬弱智的人”。根據第 136 章第 2 條的定義，“精神紊

亂的人”指“任何患有精神紊亂的人”，而“弱智人士”

指“弱智的人或看來屬弱智的人”。第 136 章第 2 條亦界

定“精神紊亂”為 (a)精神病； (b)屬智力及社交能力的顯著

減損的心智發育停頓或不完全的狀態，而該狀態是與有關

的人的異常侵略性或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有關連的； (c)精神

病理障礙；或 (d)不屬弱智的任何其他精神失常或精神上無

能力。第 136 章第 2 條就“弱智”所下定義，是“當用作

名詞時指低於平均的一般智能並帶有適應行為上的缺陷，

而當用作形容詞時，亦須據此解釋”。第 136 章對於上述

用語的界定，並無訂明需提供任何文件以茲證明。  
 
12.  條例草案第 14 條訂明，如投訴人是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的人，其親屬或監護人（第 136 章第 2(1)條所界定者）可

代投訴人作出投訴。警方會根據上文第 11 段所述的定義，

判斷投訴人是否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投訴人的代表須

證明他是投訴人的親屬或監護人，當局會根據第 14 條把他

代投訴人作出的投訴視為須具報投訴。  
 
 
警監會的職能  
 
解釋條例草案中有關“職能”的提述是指警監會的權力抑
或責任，並考慮以“權力”或“責任”（視何者適用而
定）取代“職能”一詞   
 
13.  條例草案第 2(1)條訂明，“職能”包括權力及責任，

以清晰表明因應個別條文所述的情況，“職能”一詞包含

權力和責任的意思。法定職能一般包含與職能相關的權力

和責任。此定義是法例草擬中一種久經確立的簡略表述方

式，慣用於香港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例。香港和海外法

例採納此定義的例子載於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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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條例草案有關“職能”的提述，標示於附件 D。概括

來說，有關提述泛指警監會的法定職能或關乎觀察員的職

能。就有關的條文而言，具上述定義的“職能”一詞使用

恰當，以概括表述警監會和觀察員亦享有與指明的職能相

關的各項權力和責任，因此應予保留。  
 
15.  如需提述警監會或警監會觀察員的某特定權力或責

任，條例草案有關條文會有明確的表述，例如第 29 和 30
條訂明警監會收取費用、持有財產、訂立合約和借入款項

等權力。  
 
 
 
 
 
保安局  
二零零八年四月  







附件  B 

在其規管條例中有就委任署任或臨時成員  
訂定條文的法定機構的例子  

 
 
(A) 消費者委員會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 (第 216 章 )第 6 條規定─ 
 
“(1) 委員會由以下委員組成─  

(a) 主席一名，由行政長官委任，任期不超過 2 年；  
(b) 副主席一名，由行政長官委任，任期不超過 2 年；
及   
(c) 其他委員不超過 20 名，各委員均由行政長官委
任，任期不超過 2 年。   

 
(4) 凡主席、副主席或任何其他根據第 (1)(c)款獲委任的委員
因暫時無行為能力或其他因由，以致有一段期間無法執行主

席、副主席或委員的職能，則行政長官可委任另一人在該段

期間署理其職位，而該另一人所具有的一切權利、權力、職

責或法律責任，均猶如他是根據第 (1)款獲委任一樣。 ” 
 
 
(B) 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 (第 472 章 )附表第 3 條規定─ 
 
“如在任何期間─  

(a) 主席因不在香港或其他理由而不能擔任主席職
務；或  
(b) 副主席或某成員因暫時喪失履行職務能力或其他
理由而不能執行副主席或成員的職能，  

行政長官可委任另一人在該段期間署理主席、副主席或該成

員的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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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機場管理局  
 
《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 章 ) 第 12（1）條規定─ 
 
“如行政長官信納管理局的主席或任何其他成員因暫時喪失
行為能力或因其他因由，以致不能以管理局成員身分行事，

行政長官可委任另一人在該項委任所指明的期間內，代替該

名成員行事。 ” 
 
 
(D) 法律援助服務局  
 
《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 (第 489 章 ) 第 5(6)條規定─ 
 
“如委任成員不在香港或不能行事，行政長官可委任另一人擔
任臨時成員。 ” 
 
 
(E) 財務匯報局  
 
《財務匯報局條例》 (第 588 章 ) 附表 2 第 3(2)條規定─ 
 
“如財務匯報局任何委任成員 (主席除外 )因不在香港或任何
其他原因以致不能執行他所擔任的成員職位的職能，則行政

長官可在符合第 (3)款的規定下，委任另一人為臨時成員，以
在該成員不在香港或無履行職務能力期間代他行事。 ” 
 
 
(F)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貿易發展局條例》 (第 1114 章 )第 11 條規定─ 
 
“(1) 發展局由以下成員組成─ 

….. 
(d) 由行政長官指名委任的成員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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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在任何期間，…根據該款 (c)或 (d)段獲提名或委任的發
展局成員中的任何人，因不在香港或患病而不能行使發展局

成員職位的權力或執行發展局成員職位的職責，則─  
  ….. 

(c) 就根據…該款 (d)段獲委任的成員而言，行政長官
可委任另一人為發展局的臨時成員，在上述期間代替

該成員。 ” 
 
 
(G)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條例》 (第 1116 章 )第 9(6)條規定─ 
 
“如主席以外的任何成員不在香港，或因任何其他理由而不能
行使促進局成員職位的權力或執行促進局成員職位的職

責，則行政長官可委任另一人在該成員不在香港或無行為能

力期間出任促進局臨時成員。 ” 
 
 
(H)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條例》 (第 1150 章 )附表 2 第 3
條規定─ 
 
“如在某段期間─ 

(a) 主席因不在香港或因其他理由不能執行主席職
務；或  
(b) 任何成員因不在香港或因其他理由不能執行成員
的職務，    

行政長官可委任另一人在該段期間署理主席或該成員的職

位。 ” 
 



附件 C 

香港本地和海外法例把“職能”界定為包括權力及責任的例子  
 
香港  
 
條文  成文法的名稱  制定的年份

第 54A條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1975 

第 2條 《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1986 

第 53A條 《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1988 

第 2條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章) 1997 

第 5A條 《外匯基金條例》 (第 66章) 1992 

第 43條 《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1994 

第 2條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 (第 581章) 2004 

第 2條 《財務匯報局條例》 (第 588章) 2006 

第 2條 《青沙管制區條例》 (第 594章) 2007 
 
 
其他司法管轄區  
 
條文  成文法的名稱  制定的年份  

第 8條 Ministers of the Crown (Transfer of 
Functions) Act 1946 (英格蘭) 

1946 

第 98條 Control of Pollution Act 1974 (英格蘭) 1974 

第 2條 Electricity and Gas Inspection Act 1985 
(加拿大) 

1985 

第 579條 Education Act 1994 (英格蘭) 1994 

第 58條 Goods Vehicle (Licensing of Operators) 
Act 1995 (英格蘭) 

1995 

第 2條 Air Navigation and Transport 
(Amendment) Act 1998 (愛爾蘭) 

1998 

附表的 
第 2部 

Interpretation Act 2005 (愛爾蘭)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