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 B( 2 )1 47 4 / 03 - 04 (0 2 )號文件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資料文件

《 2003 年領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 2003 年領養（修訂）條例草案》帶來的改變－
對現行跨國領養安排的影響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 2003 年領養（修訂）條例草案》
（《修訂條例草案》）對現行跨國領養安排（包括公約領養

和非公約領養）帶來的影響。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和十九日的會議上，委員要求當

局提供有關資料，包括以下兩項因《修訂條例草案》帶來的

轉變﹕

(a) 社會福利署（社署）和非政府機構在跨國領養方面的
角色﹔

(b ) 跨國領養的機制（特別是公約領養與非公約領養之間
的差異）。

跨國領養跨國領養跨國領養跨國領養

3 . 跨國領養指由居住在另一國家的領養人（就本文件而言

稱「海外領養人」）領養香港特區的兒童，或由居住在香港

特區的領養人領養另一國家的兒童。跨國領養可分為兩類﹕

公約領養和非公約領養（見下文第 6 段）。

4 . 《修訂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為了使一九

九 三 年 簽 訂 的 《 關 於 跨 國 領 養 的 保 護 兒 童 及 合 作 公 約 》

（《海牙公約》）（見附件 A）在香港有效。截至二零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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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二十三日，共有 42 個國家（包括英國、澳洲和加拿
大）已批准《海牙公約》、 15 個國家（包括新西蘭）已加入
公約，而 7 個國家（包括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已簽署
但尚未批准公約。

5 . 中央人民政府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簽署《海牙公約》，

並正考慮批准公約。中央人民政府已就是否將《海牙公約》

適用於香港特區徵詢香港特區政府的意見。我們已向中央人

民政府表示，原則上我們屬意將《海牙公約》適用於香港特

區，但須更新《領養條例》，以便依據《海牙公約》制定跨

國領養的機制。

6 . 《修訂條例草案》會加入新條文，包括旨在使《海牙公

約》在香港具法律效力的條文。就本文件而言，香港特區與

《海牙公約》締約國 1 之間依據該公約作出的跨國領養稱為

「公約領養」。香港特區與其他國家之間作出的跨國領養稱

為「非公約領養」。

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

（有關由海外領養人領養受社署署長監護兒童的資料，請參

閱 文 件 “ 現 行 的 領 養 安 排 ＂ （ 立 法 會 文 件 CB(2)1474/03-
04(01)）第 11 和 12 段。）

7 . 領養服務的目的，是為父母未能或不願意照顧的兒童找

尋合適和永久的家庭。如果未能安排本地領養，可能需要安

排跨國領養 2。

8 . 目前，由海外領養人領養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 3 是由社

署安排，並由兩間非政府機構 4 提 供協助。有關非政府機

                                                

1 締 約 國 指 已 批 准 或 加 入 《 海 牙 公 約 》 的 國 家 。

2 根 據 《 聯 合 國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第 2 1 ( b )條 ， 締 約 國 確 認 如 果 兒 童 不 能 安 置 於
寄 養 或 收 養 家 庭 ， 或 不 能 以 任 何 適 當 的 方 式 在 兒 童 原 籍 國 加 以 照 料 ， 跨 國 收

養 可 視 為 照 料 兒 童 的 一 個 替 代 辦 法 。

3  受 社 署 署 長 監 護 的 兒 童 是 指 根 據 《 保 護 兒 童 及 少 年 條 例 》 (第 2 1 3 章 )第

3 4 ( 1 ) ( a )條 委 任 社 署 署 長 為 其 法 定 監 護 人 的 兒 童 或 少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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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通過其與海外提供領養服務 機構的聯繫，為六個國家

（即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新西蘭和新加坡）作出有

關的領養安排。在移送兒童往海外接受領養前，社署和法院

均設有一套標準程序。

9 . 從程序上來說，海外領養機構會對海外準領養人進行家

庭評核，而社署則會對本地兒童是否適合及可被領養進行評

估。若某海外準領養人與一名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能互相

配對，社署便會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 4 章）第 26 條向
高等法院申請使兒童成為受法院監護的人，並要求法院為在

海外領養許可將該兒童送離香港特區。如領養交託（交託期

的長短會視乎收養國的規定而有所不同）的成效令人滿意，

收養國便會根據本身的法例作出領養令。

10. 至於各方擔當的角色問題，目前社署社署社署社署主要負責執行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程序及作出重大決定程序及作出重大決定程序及作出重大決定程序及作出重大決定，包括成為兒童的法定監護人、確定兒

童是否適合及可被領養、批核海外領養機構對海外領養人進

行的家庭評估報告 5、批准配對建議、在高等法院進行將幼年

人成為受法院監護的人的司法程序、在收養國發出領養令後

終止該幼年人為受法院監護的人的司法程序。

11. 另一方面，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則協助作出各項實務安排實務安排實務安排實務安排，以支

援社署在領養安排過程中的工作，包括擬備兒童的評估報

告、審查海外領養機構就海外準領養人擬備的家庭評估報

告、安排將兒童交託獲贊同的海外領養家庭、必要時陪同兒

童移送予海外準領養人，以及監察領養交託期間的情況，直

至收養國發出領養令為止。

12. 從法律上來說，《領養條例》沒有明文規定，准許兒童
脫離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在海外接受領養，而我們一直以來

                                                                                                                                                        

4  這 兩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是 香 港 國 際 社 會 服 務 社 和 母 親 的 抉 擇 。 香 港 國 際 社 會 服 務

社 所 提 供 的 領 養 服 務 受 該 機 構 與 社 署 簽 訂 的 《 資 助 服 務 協 議 》 和 社 署 、 香 港

國 際 社 會 服 務 社 與 海 外 領 養 機 構 簽 訂 的 《 三 方 協 議 》 規 管 ， 而 母 親 的 抉 擇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則 受 社 署 、 母 親 的 抉 擇 與 有 關 的 海 外 領 養 機 構 簽 訂 的 《 三 方 協

議 》 規 管 。

5  評 估 海 外 領 養 父 母 是 否 適 合 的 一 項 重 要 工 作 ， 是 評 核 他 們 在 跨 國 領 養 中 是 否

可 處 理 跨 種 族 和 跨 文 化 的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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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法庭關乎幼年人的監護達到這個目的。當局可援引監

護司法管轄權，保護未成年人不受任何傷害。香港特區的監

護司法管轄權屬於原訟法庭原訟法庭原訟法庭原訟法庭。香港《高等法院條例》（第 4
章）第 26 條訂明如何在香港特區就未成年人受法院監護展開
司法程序。社署會取得法院命令，讓社署署長獲委任為監護

人，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同意讓有關兒童接受海外領養。該命

令亦授權社署署長其後可將有關兒童移送該國接受領養，並

在收養國的法院發出領養令前，將他的監護權轉授海外政府

或海外的領養機構，以保障該名兒童在海外接受領養期間的

福利 6。

擬議安排擬議安排擬議安排擬議安排

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13. 《修訂條例草案》為公約領養提供一套機制，其中草案
第 24 條（條例第 20A 至 20I 條）和草案第 32 條（條例附表
3）將《海牙公約》在香港特區落實。此外，草案第 31 條
（條例第 26(2)和 27(2)條）也是相關條文。有關詳情載於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37 至 56 段。

14. 《海牙公約》 重要的目標是制定保障措施，確保跨國

領養符合兒童的 佳利益。《海牙公約》載有 48 項條文，列
明《海牙公約》的宗旨和範圍，以及締約國在安排跨國領養

時須遵照的規定、程序和肩負的責任 7。

15. 《 海 牙 公約 》 並 無 區 分親 屬 領養 與 無 親 屬 關 係 人 士 領
養。《修訂條例草案》中有關公約領養的條文會涵蓋這兩種

領養方式。

                                                

6  在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權 頒 發 領 養 令 前 的 領 養 交 託 期 內 ， 有 關 該 名 兒 童 的 父 母 權 利

會 轉 歸 香 港 特 區 法 院 ； 海 外 政 府 或 海 外 機 構 會 為 該 名 兒 童 的 福 利 肩 負 所 需 的

責 任 ； 而 海 外 的 準 領 養 人 只 會 准 照 顧 和 管 束 兒 童 。

7  《 海 牙 公 約 》 第 四 、 五 條 和 第 十 四 至 二 十 一 條 列 明 締 約 國 之 間 跨 國 領 養 的 基

本 規 定 和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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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為協調本地和公約領養制度，我們建議，現行的本地領
養規定和程序（如條例草案所修訂）只要與《海牙公約》的

條文相符，便適用於公約領養。我們也建議在適當的情況下

制訂新條文，以配合公約領養的特定規定和程序（例如將

“慣常居住地＂這個概念只應用於公約領養）。

17. 根據《海牙公約》，公約領養安排主要由原住國 8 或收養

國 9 的中央機關辦理。中央機關可將部分《海牙公約》授予

的權力轉授其認可的機構（獲認可機構）。有關中央機關和

獲認可機構的職能和角色，請參閱《海牙公約》第 6 至 22
條。

18. 我們建議指派社署為香港特區的中央機關；並設立認可
制度，由社署（作為中央機關）正式認可的非政府機構（香

港獲認可機構）執行由社署指派與公約領養有關的任務 1 0；

以及不論香港特區作為原住國或收養國，授權高等法院聆聽

涉及《海牙公約》的領養申請，並作出公約領養令。

19. 擬議的認可制度旨在為本港的跨國領養事宜訂定 基本

服務質素和專業標準；以及確保這些跨國領養的工作安排行

之有效和合乎道德標準等。根據這個制度，社署署長仍會負

責決定以下事宜（並就這些決定負責）︰申請人是否符合資

格領養兒童；若香港特區為兒童的原住國，就該名兒童與海

外準領養人互相配對作出決定；以及就應否進行領養交託安

排作出決定。社署署長在履行這些職務時，可授權香港的獲

認可機構處理個別個案，以及在重要階段執行行政程序。

20. 在整個過程中，社署必須與香港獲認可機構非常緊密合
作，執行每個程序，以便為兒童順利作出公約領養安排—

(a) 如香港特區為原住國，當局可委託香港獲認可機構執
行的領養程序包括︰擬備兒童的評估報告；就海外準

                                                

8  即 受 領 養 人 慣 常 居 住 的 締 約 國 。

9  即 領 養 人 慣 常 居 住 在 的 締 約 國 。

1 0 也 包 括 非 公 約 領 養 (載 於 下 文 第 2 2 至 2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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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養人是否適合領養該兒童進行評估（包括審核領養

家庭評估報告）；與海外中央機構或其代表聯絡；作

出領養交託的安排並監察有關安排。至於社署（作為

中央機構）則決定是否批准配對和交託安排，以及根

據《修訂條例草案》第 29 條（條例第 23B 條）向法
院申請命令就公約領養而把兒童送離香港特區 1 1。

(b ) 如香港特區為收養國，當局可委託香港獲認可機構執
行的領養工作包括︰評估領養申請人是否適合領養兒

童（包括進行領養家庭評估）；審核海外中央機構或

其代表提交的兒童評估報告；與海外中央機構或其代

表聯絡；作出領養安排並監察有關安排。至於社署

（作為中央機構）則負責與警方聯絡，調查準領養人

是否有刑事紀錄；就準領養人是否適合領養兒童作出

批核（領養家庭批核）；以及與入境事務處聯絡，確

認待領兒童是否獲准進入香港特區居住（社署可與香

港獲認可機構分擔這項工作）。

21. 在上文第 8 段所述的六個國家中，《海牙公約》已在英
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生效。《海牙公約》適用於香港

特區後，本港與上述四個國家作出的跨國領養安排將根據

《修訂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和相關的附屬法例進行。此

外，本港亦可與其他締約國作出跨國領養安排。

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

22. 非公約領養安排，與現時居住在外國的海外領養人領養
香港特區兒童須依照的安排相若。社署的角色會大致維持不

變，例如作出有關配對和交託的審批決定（見上文第 10 和
20(a)段）。香港的獲認可機構亦可獲准處理非公約領養，以
及執行與公約領養相若的職務（見上文第 19 和 20(a)段）。
香港的獲認可機構處理非公約領養個案時，應採用與公約領

養相若的服務標準。

                                                

1 1 如 兒 童 由 其 居 於 香 港 特 區 境 外 的 父 ／ 母 或 親 屬 領 養 ， 社 署 上 述 職 責 便 不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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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 署 署 長日 後 會 根 據 （經 修 訂的 ） 《 領 養 條 例 》 而 非
《高等法院條例》申領法院命令，把兒童送離香港特區，讓

該兒童被居住在香港特區境外的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

24. 在上文第 8 段提及的六個國家中，美國仍未批准《海牙
公約》，而新加坡並非《海牙公約》的締約國。如上述情況

於《海牙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時仍未改變，非公約領養安

排將適用於香港與這些國家進行領養的事宜。至於非公約領

養，香港的獲認可機構如要與新的地方結為伙伴或合作，事

先須獲得社署批准。

取得法院命令以便將香港特區的兒童送離香港特區由居住在香取得法院命令以便將香港特區的兒童送離香港特區由居住在香取得法院命令以便將香港特區的兒童送離香港特區由居住在香取得法院命令以便將香港特區的兒童送離香港特區由居住在香

港特區外的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港特區外的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港特區外的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港特區外的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

25. 不論是公約領養或非公約領養，日後如要將香港特區的
兒童送往香港特區外，由居住在香港特區外的無親屬關係人

士領養，均須根據（已修訂的）《領養條例》 12 取得法院命

令。不過，由居住在香港特區境外的親屬領養該兒童，則無

須取得上述命令。根據《修訂條例草案》第 29 條（條例第
23C 條），將居住在香港特區的兒童送往香港特區外的任何
地方，以便由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即屬犯罪（獲法院命令

授權者除外）。《修訂條例草案》第 29 條（條例第 23B 條）
授權法院在社署署長提出申請後作出命令，將對兒童的照顧

和管束移交一名獲社署署長授權的人士，以便由並非居住在

香港特區的人士領養該兒童。將《領養條例》第 23B 和 23C
條一併解釋，就可見這兩項條文不適用於將兒童送離香港，

以便由居住在香港特區境外的父／母或親屬領養的情況。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26. 為讓委員進一步了解日後公約領養和非公約領養之間的
差異，現將有關的異同表列載於附件 B。請委員注意，這兩
類跨國領養在原則、準則和安排上頗為相似。

                                                

1 2  而 並 非 根 據 《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 的 規 定 ， 引 用 高 等 法 院 在 監 護 方 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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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 關 香 港特 區 作 為 原 住國 或 收養 國 的 擬 議 公 約 領 養 程
序，請參閱附件 C；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香港特區兒童的擬
議非公約領養程序載於附件 D。法例修訂前後社署和非政府
機構的跨國領養角色則載於附件 E。

文件提交文件提交文件提交文件提交

28. 請委員閱悉上述資料，以便審議《 2003 年領養 (修訂 )條
例草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四年二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 2003 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公約領養和非公約領養安排的差異（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公約領養和非公約領養安排的差異（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公約領養和非公約領養安排的差異（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公約領養和非公約領養安排的差異

（以香港是原住國（以香港是原住國（以香港是原住國（以香港是原住國（即由海外領養人領養香港兒童）為例子）（即由海外領養人領養香港兒童）為例子）（即由海外領養人領養香港兒童）為例子）（即由海外領養人領養香港兒童）為例子）

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

與海外國家合辦的計劃  社署作為中央機關，可根據《海牙

公約》所定的機制，通過獲認可機

構繼續與目前和香港合辦跨國領養

計劃的締約國 (即澳洲、加拿大、新
西蘭及英國 )合作。

 獲 認 可 機 構 通 過 與 當 局

的 特 別 安 排 ， 可 繼 續 與

目 前 和 香 港 合 辦 跨 國 領

養 計 劃 的 非 締 約 國 （ 即

新加坡和美國）合作。

 社署作為中央機關，可根據《海牙

公約》所定的機制，通過獲認可機

構與其他締約國就跨國領養個案進

行合作。此外，獲認可機構經諮詢

社署後，可向其他締約國的中央機

關提出建議，商討是否可就跨國領

養建立合作關係。

 若 獲 認 可 機 構 事 先 取 得

社 署 批 准 ， 可 與 新 的 地

方進行跨國領養計劃。



2

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

服務範圍  適用於海外居民領養香港兒童的情

況，但該居民所屬國家必須是與香港

訂有跨國領養安排的締約國；反之，

也適用於香港居民領養該等國家的兒

童的情況。

 適用於受社署署長監護的

兒童由海外居民領養的情

況，但該居民所屬地方必

須是與香港的獲認可機構

合辦跨國領養計劃的非締

約國。非政府機構目前為

香港居民領養居住在非締

約國的兒童而營辦的計劃

亦可繼續進行。

申請  有意領養香港兒童的人士，須向其慣

常居住國的中央機關或獲認可機構提

出申請。

 若海外領養申請人的所屬

國家已與香港合辦跨國領

養計劃，他們可聯絡所屬

國家的政府╱領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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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

家庭評估  申請人須通過收養國的中央機關╱獲

認可機構所進行的家庭評估程序。評

估包括申請人擔任領養父母的能力，

並且在進行跨國領養後處理跨文化事

宜方面的能力。

 申請人須通過當地持牌領

養機構所進行的家庭評估

程序。評估的範圍基本上

與公約領養相同。

家庭獲得批准  收養國的中央機關╱獲認可機構須確

保準領養人適合領養兒童，即符合公

約的標準和規定。海外的準領養家庭

也應得到收養國批准。

 獲認可機構須審核海外對

等機構所擬備的家庭評估

報告。家庭評估報告和有

關的證明文件會交由社署

核准。社署會按照與公約

領養相同的標準，評估準

領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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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

配對建議獲得批准  根據《海牙公約》的規定，只有在

原住國和收養國的中央機關均已同

意可進行領養安排的情況下，方可

在原住國作出將某兒童託付給準領

養父母的決定。為兒童物色到獲認

可的海外準領養家庭後，香港獲認

可機構會作出配對建議，提請社署

核准以及收養國的中央機關同意。

 為 兒 童 物 色 到 獲 認 可 的

海 外 準 領 養 家 庭 後 ， 香

港 獲 認 可 機 構 須 作 出 配

對 建 議 ， 提 請 社 署 核

准 。 至 於 是 否 須 同 時 取

得 收 養 國 的 同 意 ， 則 視

乎個別國家的規定。

把 兒 童 送 離 香 港 ， 交 由 非 親

屬領養所需的法院程序

 社署會根據《 2003 年領養（修訂）
條例草案》擬議的新增條文第 23B
條，向法院申請命令 1。是項申請

的申請人是社署署長，答辯人是海

外領養機構／機關。該命令會把照

顧和管束兒童的責任交予一名獲社

署署長授權的人士（通常為海外獲

認可機構），以待兒童由並非在香

港居住的人士領養。

 一如公約領養的安排。

                                                                       
1  根 據 《 2 0 0 3 年 領 養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 如 兒 童 由 居 於 海 外 與 其 有 親 屬 關 係 的 人士 (父 ／ 母 或親屬 )領 養 ， 則無 須根 據 第 2 3 B 條 向

法 院 申 請 命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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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公約領養 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

為領養所作的交託安排  領養交託期長短不一，視乎收養國

的法律規定，以及原住國（在這情

況 下 即 香 港 ） 與 收 養 國 的 協 議 而

定。

 一如公約領養的安排。

申請領養令的法律程序  儘管《海牙公約》第 28 條確認原
住國有權要求領養令由該國作出，

但公約內沒有訂明領養令必須由收

養國或原住國作出。如公約領養令

由香港作出，申請領養令的法院程

序將根據本地的領養程序，而訴訟

監護人的角色亦會保留。香港的中

央機關／獲認可機構均可擔任訴訟

監護人。

 就 領 養 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會 按 照 收 養 國 的 法 律

規定在該國進行。

 如公約領養令在海外作出，領養程

序將按照海外的安排辦理。



附件 C

海外申請人根據海外申請人根據海外申請人根據海外申請人根據「公約領養」領養香港兒童的擬議安排「公約領養」領養香港兒童的擬議安排「公約領養」領養香港兒童的擬議安排「公約領養」領養香港兒童的擬議安排

（即香港特區作為原住國）（即香港特區作為原住國）（即香港特區作為原住國）（即香港特區作為原住國）

主管當局確定有關兒童

是否適合和可以被領養

[涉及社署（作為中央機關）
和香港特區高等法院 ]
（公約第 4 和 16 條）

在收養國進行和批核家庭評估

(收養國的中央機關／獲認可機構 )
（公約第 5 和 15 條）

在作為中央機關的社署確認跨國領

養符合有關兒童的最佳利益後，社

署（即中央機關）會把個案轉介香

港特區的獲認可機構，以安排跨國

領養

（公約第 4 和 16 條）

香港的獲認可機構對有關兒童進行

評估，以便物色準領養家庭

（公約第 16 條）

香港的獲認可機構與收養國的

中央機關／獲認可機構交換資料（包括報告）

（公約第 15 和 16 條）

由香港的獲認可機構進行評估和作出配對建議，

包括由準領養人填妥接納領養安排陳述書

（配對程序只適用於無親屬關係人士的領養個案）
（公約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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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的中央機關批准配對安排，並經收養國的

中央機關／獲認可機構同意。收養國的中央機關／

獲認可機構會安排兒童獲准進入和居於收養國

（公約第 17 和 18 條）

就兒童離港供海外交託及／或領養

在香港特區法院進行法律程序

（只適用於無親屬關係人士的領養個案）
（《領養 (修訂 )條例草案》第 23B 條）

香港獲認可機構按需要協助安排兒童離港

（公約第 17 和 19 條）

收養國的中央機關／

獲認可機構監察領養的交託安排，

並就交託兒童後的情況向香港特區的

獲認可機構及中央機關提交報告

（視乎收養國的規定，交託期由

六至十二個月不等）

（公約第 20 和 21 條）

[收養國作出的

命令]

[香港特區作

出的命令]

根據收養國的法律規定

申請公約領養令

（公約第 4 和 5 條）

申請公約領養令：將根據香港特區的

領養法律程序進行——在香港特區
擬備法律文件，供高等法院

考慮作出公約領養令

（公約第 4 和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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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香港的獲認可機構收到收養
國的公約領養令和公約領養

證書後，會把這些文件轉交

作為中央機關的社署

(ii) 社署會根據獲認可機構提供
的證明文件，把所需資料轉

交入境事務處，以便在領養

子女登記冊內登記有關兒童

的領養紀錄（《領養 (修訂 )條
例草案》附表 1）

(i) 由高等法院作出公約領養令
和公約領養證書（公約第 23
條）

(ii) 法院指示入境事務處在領養
子女登記冊內登記領養記項

（《領養條例》第 19 條）

(iii) 將公約領養令和公約領養證
書的副本寄交收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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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續)

香港申請人根據香港申請人根據香港申請人根據香港申請人根據「公約領養」領養海外兒童的擬議安排「公約領養」領養海外兒童的擬議安排「公約領養」領養海外兒童的擬議安排「公約領養」領養海外兒童的擬議安排

（即香港特區作為收養國）（即香港特區作為收養國）（即香港特區作為收養國）（即香港特區作為收養國）

準領養人在香港特區的中央機關／

獲認可機構提出初步查詢

（公約第 14 條）

由原住國的主管當局／

獲認可機構確定兒童是否適合和

可以被領養

（公約第 4 條）

香港獲認可機構處理申請

（公約第 14 條）

原住國的中央機關／

獲認可機構確認跨國領養

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

（公約第 4 和 16 條）

香港獲認可機構進行家庭評估及由

作為中央機關的社署批核

（公約第 5 和 15 條）

原住國的中央機關／

獲認可機構進行兒童評估

（公約第 16 條）

香港獲認可機構與原住國的中央機關／

獲認可機構交換資料（包括報告）

（公約第 15 和 16 條）

由原住國的中央機關／獲認可機構進行評估

和作出配對建議

（配對程序只適用於無親屬關係人士的領養個案）
（公約第 16 條）

原住國的中央機關／獲認可機構批准配對安排，

並經作為香港中央機關的社署同意

（公約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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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處根據原住國中央機關／獲認可機構的

建議批准兒童進入香港特區

（公約第 17 和 18 條）

兒童抵達香港接受領養交託

香港的獲認可機構監察領養的交託安排，並就交

託安排向作為香港中央機關的社署和原住國的中

央機關／獲認可機構提交報告

（公約第 20 和 21 條）

[原住國作出

的命令 ]

[香港特區作

出的命令 ]

(i) 申請公約領養令︰根據原住

國的法律程序辦理

(ii) 原住國的中央機關／獲認可
機構須遵守該國作出公約領

養令的法定程序

（公約第 4 和 5 條）

申請公約領養令︰根據香港特

區的領養法律程序——在香港特
區擬備法律文件，供高等法院考

慮作出公約領養令。

（公約第 4 和 5 條）

香港獲認可機構收到原住國的

公約領養令和公約領養證書後，

會把這些文件轉交作為中央機關

的社署

(i) 發出公約領養令和公約領

養證書

(ii) 法院指示入境事務處在領
養子女登記冊內登記領養

記項 (《領養條例》第 19 條 )

(iii) 將公約領養令和公約領養
證書的副本寄交原住國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

海外無親屬關係申請人根據海外無親屬關係申請人根據海外無親屬關係申請人根據海外無親屬關係申請人根據「「「「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非公約領養」」」」領養香港兒童領養香港兒童領養香港兒童領養香港兒童

（包括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的擬議安排（包括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的擬議安排（包括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的擬議安排（包括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的擬議安排

確定有關兒童是否適合和可以被領

養(涉及社署和香港特區高等法院)
在收養國進行和批核

對準領養人的家庭評估

（海外持牌領養機構或領養機關）

社署在確認海外領養符合有關兒童

的最佳利益後，把個案轉介獲認可

的非政府機構（即獲認可機構），以

安排海外領養

香港的獲認可機構對有關兒童進行

評估，以便物色準領養家庭

香港的獲認可機構與收養國的

領養機構交換資料（包括報告）

由香港的獲認可機構進行評估和作出配對建議，

包括由準領養人填妥接納領養安排陳述書

社署署長批准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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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兒童離港供海外交託和

領養進行法院程序

（《領養(修訂)條例草案》第 23B條）

香港的獲認可機構協助安排兒童離港

海外領養機構監察領養的交託安排，並就交託兒童

後的情況向香港的獲認可機構和社署提交報告

（視乎收養國的規定，交託期由六個月至一年不等）

根據收養國的法律規定申請領養令

收養國的海外持牌機構╱領養機關通知香港特區

該國已發出領養令

(i) 接獲領養令

(ii)社署會在適當情況下，將有關文件送交入境事務
處，以便在領養子女登記冊內登記有關兒童的領

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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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

《《《《 2003 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

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在處理跨國領養方面角色的轉變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在處理跨國領養方面角色的轉變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在處理跨國領養方面角色的轉變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在處理跨國領養方面角色的轉變

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 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如有）（如有）（如有）（如有）

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由 無 親 屬 關 係

人 士 領 養 （ 香

港為原住國）

 由社署作出安排，
讓 海 外 申 請 人 領

養 受 社 署 署 長 監

護 的 兒 童 ， 而 非

政 府 機 構 則 通 過

他 們 與 海 外 領 養

機 構 的 聯 繫 ， 給

予協助。

 非政府機構協助進行兒
童評估；撰寫兒童評估

報告並把報告送交海外

領養機構，以便物色合

適的領養家庭；把海外

領養機構所提供的準領

養 父 母 的 資 料 轉 交 社

署；在必須時護送兒童

前往收養國；就領養交

託期內兒童的監管事宜

與海外領養機構聯繫；

如未能完成領養交託安

排，則作出其他交託安

排，或安排兒童返回香

港。

 社署將成為公約領養方
面的中央機關，並會繼

續與獲得正式認可為獲

認可機構的非政府機構

合作，安排受社署署長

監護的兒童前往公約國

或非公約國接受跨國領

養。

 不論 公 約領 養 或
非公約領養，作

為獲認可機構的

非政府機構都可

繼續處理跨國領

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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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 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如有）（如有）（如有）（如有）

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社署須負責研究有
關 受 社 署 署 長 監

護 兒 童 和 準 領 養

家 庭 的 所 有 文

件 ； 批 准 配 對 建

議 ， 以 及 根 據

《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 訂 明 的 必 要

法 院 法 律 程 序 執

行 一 切 相 關 工

作 ， 以 便 移 送 兒

童 離 開 香 港 ， 接

受 海 外 的 交 託 安

排和領養。

 在公約領養方面，若領
養 人 與 兒 童 無 親 屬 關

係，則不論香港特區是

原住國還是收養國，配

對建議均須獲得作為中

央機關的社署批准╱同

意。

 社署亦會根據與非
政 府 機 構 所 作 的

協 定 監 察 這 些 機

構的表現。

 增訂條文，訂明任何人
如未獲法院根據《領養

條例》（不是《高等法

院條例》）所作出的命

令而把一名兒童送離香

港以便將該兒童交由無

親屬關係的人領養，即

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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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 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如有）（如有）（如有）（如有）

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社 署 會 根 據 《 領 養 條
例》（不是《高等法院

條 例 》 ） 申 請 法 院 命

令，讓受社署署長監護

的兒童離開香港接受海

外的交託安排／領養。

 如 領 養 令 將 在 香 港 作
出，會由社署或獲認可

機構在香港擬備法院程

序所需的法律文件。

 如領 養 令將 在 香
港作出，會由社

署或獲認可機構

在香港擬備法院

程序所需的法律

文件。

 如領養令將在香港以外
地方作出，社署會在適

當情況下，向入境事務

處提供所需資料，以便

該處將海外作出的領養

令登記在香港的領養子

女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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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 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如有）（如有）（如有）（如有）

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由 無 親 屬 關 係

人 士 領 養 （ 香

港為收養國）

並無參與。 一間非政府機構推行自負盈

虧計劃，協助本地家庭（主

要是外籍人士家庭）領養香

港境外某些地方的兒童。

社署 將會 擔 任公 約 領 養 下

的中 央機 關 ，並 會 監 察 獲

認可 機構 在 公約 和 非 公 約

領 養 兩 方 面 的 工 作 和 表

現。

社 署 將 負 責 批 核 領 養 家

庭； 與警 方 聯繫 ， 以 執 行

有關 查核 準 領養 人 刑 事 紀

錄的 規定 ； 並主 動 與 入 境

事務 處聯 絡 ，以 確 定 兒 童

是 否 獲 准 進 入 和 留 在 香

港。

不論公約領養或非公

約領養，作為獲認可

機構的非政府機構都

可 處 理 跨 國 領 養 個

案。

獲認可機構協助擬備

家庭評估報告，以便

安排跨國領養；把家

庭評估報告送交海外

領養機構；審核由海

外領養機構擬備的兒

童評估報告；以及監

察 交 託 兒 童 後 的 情

況。獲認可機構亦可

聯絡入境事務處，以

安排兒童來港接受領

養。

如領 養令 將 在香 港 作 出 ，

會由 社署 或 獲認 可 機 構 在

香港 擬備 法 院程 序 所 需 的

法律文件。

如 領 養 令 將 在 香 港

作 出 ， 會 由 社 署 或

獲 認 可 機 構 在 香 港

擬 備 法 院 程 序 所 需

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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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 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如有）（如有）（如有）（如有）

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由 親 屬 （ 即 父

母 、 伯 父 母 、

叔 父 母 、 舅 父

母 、 姑 丈 、 姑

母 、 姨 丈 、 姨

母 ， 或 《 領 養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其 他 親 屬 ）

領 養 （ 香 港 為

原住國）

並無參與。 有一 間非 政 府機 構 參 與 香

港兒 童由 其 海外 親 屬 領 養

的事 宜。 該 非政 府 機 構 負

責 評 估 兒 童 的 需 要 和 情

況； 審核 由 海外 領 養 機 構

撰寫 的家 庭 評估 報 告 ； 安

排兒 童離 港 事宜 ； 以 及 監

察交 託安 排 的進 度 ， 直 至

收養 國（ 視 乎其 法 律 和 領

養程序）作出領養令。

社署 將以 中 央機 關 的 身 分

參與 公約 領 養， 並 會 與 收

養國 的中 央 機關 議 定 有 關

安 排 ， 以 便 進 行 領 養 工

作。

不 論 公 約 領 養 或 非

公 約 領 養 ， 作 為 獲

認 可 機 構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都 可 處 理 跨 國

領養個案。

 社署亦會監察獲認可機
構在公約和非公約領養

兩方面的工作和表現。

 如 領 養 令 將 在 香 港 作
出，會由社署或獲認可

機構在香港擬備法院程

序所需的法律文件。

如 領 養 令 將 在 香 港

作 出 ， 會 由 社 署 或

獲 認 可 機 構 在 香 港

特 區 擬 備 法 院 程 序

所需的法律文件。

 如領養令將在香港以外
地方作出，社署會在適

當情況下，向入境事務

處提供所需資料，以便

該處將海外作出的領養

令登記在香港特區的領

養子女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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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現有角色 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日後角色的轉變（如有）（如有）（如有）（如有）

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領養類別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由親屬領養

（ 香 港 為 收 養

國）

並無參與。 一間 非政 府 機構 推 行 自 負

盈虧 計劃 ， 協助 本 地 家 庭

領養 在香 港 境外 某 些 地 方

與這 些家 庭 有親 屬 關 係 的

兒童。

社署 將以 中 央機 關 的 身 分

參與 公約 領 養， 並 會 與 收

養國 的中 央 機關 議 定 有 關

安 排 ， 以 便 進 行 領 養 工

作。

社署 亦會 監 察獲 認 可 機 構

在公 約和 非 公約 領 養 兩 方

面的工作和表現。

不 論 公 約 領 養 或 非

公 約 領 養 ， 作 為 獲

認 可 機 構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都 可 處 理 跨 國

領養個案。

獲 認 可 機 構 協 助 擬

備 家 庭 評 估 報 告 ，

以 便 安 排 跨 國 領

養 ； 把 家 庭 評 估 報

告 送 交 海 外 領 養 機

構 ； 審 核 由 海 外 領

養 機 構 擬 備 的 兒 童

評 估 報 告 ； 以 及 監

察 交 託 兒 童 後 的 情

況 。 獲 認 可 機 構 亦

可 聯 絡 入 境 事 務

處 ， 以 安 排 兒 童 來

港接受領養。

如領 養令 將 在香 港 作 出 ，

會由 社署 或 獲認 可 機 構 在

香港 擬備 法 院程 序 所 需 的

法律文件。

如 領 養 令 將 在 香 港

作 出 ， 會 由 社 署 或

獲 認 可 機 構 在 香 港

擬 備 法 院 程 序 所 需

的法律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