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2586/03-04(01)號文件
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討論文件

《《《《 2003 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當局不將當局不將當局不將當局不將《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內《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內《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內《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內

某些條文納入某些條文納入某些條文納入某些條文納入《《《《 2003 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附表的理據條例草案》附表的理據條例草案》附表的理據條例草案》附表的理據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扼要解釋當局為何不將《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

童及合作公約》 (《海牙公約》 )內某些條文納入《 2003 年領
養 (修訂 )條例草案》 (《修訂條例草案》 )附表內。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舉行的會議上，委員備悉雖然

《海牙公約》的大部分條文已納入《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3 1

內，但有些條文則沒有納入。委員要求我們解釋為何不將這

些條文納入《修訂條例草案》內。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3 . 在本地法例中只須納入國際公約的某些條文作為附表，

便可使有關公約得以實施的做法，有先例可援，包括藉《擄

拐和管養兒童條例》 (第 512 章 )實施的《國際擄拐兒童民事
方面公約》 (《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 )，以及藉《信託
承認條例》 (第 76 章 )實施的《信託的法律及信託的承認的海
牙公約》。

                                                

1 我 們 已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 建 議 將 第 1 0 和 1 1 條 (有 關審定非 政 府 機
構 為 獲 認 可 機 構 所 採 用 的 原 則 )從 附 表 3 移 至一個 新 附 表 ， 這 新 附 表 (附 表 4 )
將 適 用 於 本 地 和 跨 國 (包 括 公 約 和 非 公 約 )領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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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海牙公約》 48 項條文中，我們認為須有本地法律效
力的條文已納入本地法例內，詳情如下—

(a) 有 5 項條文已納入法例主體內，因為需要在法例內
提供更詳盡的條款或參照《條訂條例草案》的其他

條文（例如第 24 條是藉《條訂條例草案》第 24 條
之下新的第 20H(1)條施行）。這些條文涉及指派社
署署長作為中央機關、拒絕承認領養、承認完全領

養及簡單領養、《公約》對某個日期後收到的申請

具有法律效力；以及

(b ) 另有 27 項條文已納入法例內作為附表 (即附表 3)。
這些條文涉及《公約》的涵蓋範圍、跨國領養的規

定、中央機關、獲認可機構和主管當局的職能、跨

國 領 養 的 程 序 規 定 ， 以 及 承 認 公 約 領 養 和 其 效 力

等。

5 . 其餘 16 項條文並未納入《修訂條例草案》內，原因是該
等條文︰

(a) 不含責任性規定（例如序言和公約第 1 條所載的宗
旨）；

(b ) 純粹涉及國際層面的事宜，並將由中央人民政府執
行 （ 例 如 第 43 至 48 條 所 訂 明 締 約 國 之 間 的 事

宜）；

(c) 可循行政途徑施行（例如第 13 條所訂明有關締約國
與 海 牙 國 際 私 法 會 議 常 設 事 務 局 之 間 的 溝 通 安

排）；或

(d ) 不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情況（例如在香港特區，並沒
有第 22(2)條所述的人士或機構）。

6. 至於並未納入附表 3 的條文（即法例主體內的五項條
文，以及上文第 5 段所述的 16 項條文），更詳盡的分析載於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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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提交文件提交文件提交文件提交

7 . 請委員閱悉上述資料，以便考慮《 2003 年領養（修訂）
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四年五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不將不將不將不將《海牙公約》某些條文納入《海牙公約》某些條文納入《海牙公約》某些條文納入《海牙公約》某些條文納入《《《《 2003 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修訂）條例草案》附表內的詳盡理據（修訂）條例草案》附表內的詳盡理據（修訂）條例草案》附表內的詳盡理據（修訂）條例草案》附表內的詳盡理據

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序言 本公約的簽約國

確 認 為 使 兒 童 的 ㆟ 格 得 以 完 整 和 協 調 發

展，兒童應在快樂、愛護和體諒的家庭環

境㆗成長，

緊記每㆒國家應優先採取適當措施，使兒

童能夠由其出生家庭持續照顧，

確認跨國領養有其好處，可以為在原住國

無法找到合適家庭的兒童提供㆒個永久的

家庭，

確信有必要採取措施，確保所作的跨國領

養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並尊重其基本權

利，同時防止誘拐、出售和販賣兒童，

希望為此制定共通條文，並顧及國際文書

(尤其是㆒九八九年十㆒月㆓十日的《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以及《聯合國關於兒童

序言不屬於《公約》的條文，也沒有約束

力，而且也不包含任何責任性規定。

這與《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 2 的安排

相似。

                                

2  《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的序言沒有納入《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內作為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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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保護和兒童福利、特別是國內和國際寄養

和收養辦法的社會和法律原則宣言》 (㆒九
八六年十㆓月㆔日的第 41/85 號大會決議 ) )
㆗載列的原則，

現議定㆘列條文：

1 本公約的宗旨為：

a) 制定保障措施，確保所作的跨國領養

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並尊重國際法

律所承認的兒童基本權利；

b) 建立締約國合作制度，確保遵守㆖述

保障措施，從而防止誘拐、出售和販

賣兒童；

c) 確保按照本公約進行的領養獲得締約

國承認。

這條文只列出《海牙公約》的宗旨，沒有

包含任何責任性規定。

這與《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 3 的安排

相似。

                                                

3 《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的序言沒有納入《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內作為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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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6 (1 ) 締約國須指定一中央機關，負責履行
本公約施加於該等機關的職責。

(2 ) 聯邦國家、有多於一個法律體系的國
家，或有多個自治領土單位的國家，

可自由地指定多於一個中央機關，並

指 明 其 職 能 所 涉 及 的 領 土 或 人 口 範

圍 。 某 國 家 如 指 定 多 於 一 個 中 央 機

關，則須指定一個在任何情況下均可

與之聯絡的中央機關，由其負責將收

到的信息轉達國內適當的中央機關。

第 6(1)條會藉《修訂條例草案》第 24 條之
下新的 20E 條實施，根據這項條文社署署

長會獲指定為中央機關。

第 6(2)條涉及締約國的整體權利和責任 (即
中央人民政府的權利和責任 )。

上述安排與《關於擄 兒童的海牙公約》 4

的安排相似。

13 每㆒締約國須將所指定的㆗央機關及 (如適
用的話 )其職能範圍，以及獲認可機構的名
稱和㆞址，通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事

務局。

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區政府與海牙國際

私法會議常設事務局之間可循行政途徑傳

遞這類資料。

                                                

4  《關於擄 兒童的海牙公約》第 6(1)條已藉《擄 和管養兒童條例》第 5 條實施，而該公約第 6(2)條並沒有納入《擄 和管養兒童

條例》內作為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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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22(2) 任何締約國可向本公約的保管機關聲明，

在該國法律准許的範圍內，並在該國主管

機關的監督㆘，第 15 至 21 條所指的㆗央
機關職能，亦可由該國符合㆘列條件的機

構或㆟士執行︰

a) 符合該國對誠信、專業能力、經驗和

責任承擔方面的要求；及

b) 憑道德標準及在跨國領養領域的培訓

或經驗而符合資格。

這條文訂立規定，准許獲認可機構以外的

一些人士或機構可處理領養申請。由於香

港的領養個案為數不多，同時也為了確保

質素，我們暫時無意准許這類人士或機構

處理領養申請。

23(2) 每一締約國須在簽署、批准、接受、贊同

或加入時，將該國合資格作出上述證明的

機關名稱和職能通知公約保管機關。該等

指定機關如有任何變更，締約國亦須通知

公約保管機關。

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區政府與《海牙公

約》的保管機關之間可循行政途徑傳遞這

類資料。

24 如 某 項 領 養 顯 然 違 反 某 締 約 國 的 公 共 政

策，並在顧及有關兒童的最佳利益的情況

下，該項領養可在該締約國不予承認。

這條文會藉《修訂條例草案》第 24 條之下
新的第 20H 條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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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25 任何締約國可向公約保管機關聲明，該國

沒有義務根據本公約承認按照第 39 條第
(2 )款的施行而達成的協議所進行的領養。

第 39 條第 (2)款規定，“任何締約國可與
一個或多於一個其他締約國訂立協議，以

期在相互關係中改善本公約的施行情況。

該等協議只可減損第 14 至 16 條和第 18 至
21 條的效力。已訂立該等協議的國家須將
協議副本送交公約保管機關。＂

這條文只在國際層面施行，但我們建議提

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讓衞生福利及

食物局局長可以作出命令，表明不一定承

認那些根據因施行第 39(2)條所訂立的協議
而進行的領養安排。不過，只有在中央人

民政府發出有關聲明的情況下，才可作出

這項命令。

根據這類協議作出的領養令若符合《領養

條例》第 17 條的規定，則仍會獲得承認。
這做法與非公約領養的安排一致。

建議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大概如

下 :

(1)在第(2)款的規限下，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局長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宣布就本條例

而言，該命令中指明的領養須剔除在“公

約領養＂的涵義之外。

(2)第(1)款所指的命令只可在以下情況下作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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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a)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根據《公約》第 25

條作出具以下效力的聲明：香港並非

必須承認按照引用公約第 39 條第(2)

款而訂立的任何協議所作出的領養；

及

(b )該命令指明該等領養。

26 -  27 第 26 條

(1 ) 承認領養包括承認以下事項 -

a) 兒童與其領養父母在法律上的父母

子女關係；

b) 領養父母對兒童的父母責任；

c) 兒童與其父親或母親之間先前存在

的法律關係終止 (如有關領養在作
出領養的締約國具此效力 )。

(2 ) 在領養具有終止先前存在的法律上父
母子女關係的效力的情況下，有關兒

這些條文會藉《修訂條例草案》第 20F 和
20G 等條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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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童在收養國和承認該項領養的任何其

他締約國，須與在該等國家內接受具

同樣效力的領養的每一名兒童享有同

等的權利。

(3 ) 前述各款規定不妨礙引用任何承認上
述領養的締約國對有關兒童更為有利

的規定。

28 如原住國的任何法律規定須在該國國內領

養慣常居於該國的兒童，或禁止在領養前

把兒童託付予或移送往收養國，本公約對

有關法律並無影響。

這條文沒有包含任何責任性規定，它只表

示《公約》沒有就締約國有關將兒童交託

等當地法律作出限制，故沒有需要在香港

法律內納入這條文。

32(2) 只可以收取或支付與領養有關的開支和費

用，包括參與該項領養的人士的合理專業

收費。

這條文會藉修訂《修訂條例草案》第 27 條
之下的第 22 條實施。

33 主管機關如發現本公約的任何條文未獲遵守

或有極大風險不獲遵守，須立即通知本國的

中央機關。該中央機關須負責確保就此採取

適當的措施。

可循行政途徑作出這類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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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35 各締約國的主管機關須快速辦理領養程序。 社署和現時提供領養服務的非政府機構一向

奉行這原則。我們會在適用於本地機構的認

可制度中予以規定。這項條文無須納入法

例。

38 具有統一法律體系的國家如沒有義務施行本

公約，有不同領土單位而其領土單位各有領

養法律規則的國家亦無義務施行本公約。

這條文只是確定公約的國際性質，並不包含

任何責任性規定。

這與《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的安排相

似 5。

                                                

5  《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第 33 條並沒有納入《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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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39 (1) 本公約不影響締約國為當事國而所載
條文涉及本公約所規管的事項的任何

國際文書，除非身為該文書當事國的

國家作出相反聲明。

(2 ) 任何締約國可與一個或多於一個其他
締約國訂立協議，以期在相互關係中

改善本公約的施行情況。該等協議只

可減損第 14 至 16 條和第 18 至 21 條
的效力。已訂立該等協議的國家須將

協議副本送交公約保管機關。

這是締約國的工作，屬中央人民政府處理

的事務。此外，也沒有這類適用於香港特

區的協議。如果日後達成這類協議，我們

便要制訂具體的條文，以施行有關協議；

如有需要，並須對《領養條例》作出相應

修訂。

這與《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 6 的安排

相似。

40 本公約不允許任何保留。 這 條 文 在 國 際 層 面 實 施 ， 為 締 約 國 加 入

《公約》時須遵守的條文，無須納入本地

法例之內。

41 本公約適用於公約在收養國和原住國生效

後接獲依據第 14 條提出申請的每㆒個案。
這條文可藉《修訂條例草案》第 24 條下的
第 20D 條實施。

                                                

6  《 關 於 擄 拐 兒 童 的 海 牙 公 約 》 第 3 6 條 並 沒 有 納 入 《 擄 拐 和 管 養 兒 童 條 例 》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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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42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秘書長須定期召開特別

委員會會議，以檢討本公約的實際執行情

況。

這條文載有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秘書長的職

責，不用納入本㆞法例㆗。

43-48 第 43 條

(1 ) 本公約應向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召開第
十七次會議時的會員國和參加該次會

議的其他國家開放簽署。

(2 ) 本公約須經批准、接受或贊同，而批
准書、接受書和贊同書須交存公約保

管機關，即荷蘭王國外交部。

這些條文涉及締約國之間實施《公約》的

情況，只在國際層面實施，並不屬於香港

特區政府權限範圍內的事務。

這與《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 7 的安排

相似。

                                                

7  《關於擄拐兒童的海牙公約》第 37 至 45 條並沒有納入《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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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第 44 條

(1 ) 本公約根據第 46 條第 (1)款的規定生效
後，任何其他國家均可加入本公約。

(2 ) 加入書須交存公約保管機關。

(3 ) 此等加入僅就加入國與當接獲第 48 條
(b )段所述通知而沒有在其後的六個月
內就加入國的加入提出反對的締約國

之間的關係產生效力。其他國家亦可

在批准、接受或贊同本公約時就㆖述

加入提出反對。如有任何反對，須通

知公約保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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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第 45 條

(1) 如 ㆒ 個 國 家 有 兩 個 或 以 ㆖ 的 領 土 單

位，而此等領土單位在處理與本公約

有關的事務時適用不同的法律體系，

該國在簽署、批准、接受、贊同或加

入本公約時，可聲明本公約適用於其

全部領土，或只適用於其㆗㆒個或多

於㆒個領土單位，並可在任何時候提

交另㆒項聲明，以修改㆖述聲明。

(2) 如 有 此 等 聲 明 ， 須 通 知 公 約 保 管 機

關 ， 並 須 述 明 本 公 約 適 用 的 領 土 單

位。

(3 ) 如某國家沒有根據本條作出聲明，則
本公約將適用於該國的所有領土單位。

第 46 條

(1) 本公約自第 43 條所述的第三份批准
書、接受書或贊同書交存後三個月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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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滿後的第一個月首天起生效。

(2 ) 此後，本公約的生效日期為：

a) 就其後批准、接受、贊同或加入公

約的每一國家而言，自其交存批准

書、接受書、贊同書或加入書後三

個月 屆 滿後 的 第 一個月首 天 起生

效；

b) 對依循第 45 條的規定而延用本公
約的領土單位而言，自該條所述的

通知後㆔個月屆滿後的第㆒個月首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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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第 47 條

(1 ) 本公約當事國可書面通知公約保管機
關，將本公約廢止。

(2 ) 有關退出自本公約保管機關收到廢止
通知後 12 個月屆滿後的第一個月首天
起生效。如通知書指明更長的退出生

效期，則在公約保管機關收到通知後

在 該 段 更 長 期 間 屆 滿 後 該 項 廢 止 生

效。

第 48 條

本公約的保管機關須將㆘列事項通知海牙

國際私法會議的會員國、參加第十七次會

議的其他國家，以及根據第 44 條的規定加
入本公約的國家 -

a) 第 43 條提述的簽署、批准、接受
及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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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不納入草案的原因

b) 第 44 條提述的加入及就加入而提
出的反對；

c) 本公約按照第 46 條生效的日期；

d) 第 22、 23、 25 和 45 條提述的聲明
及指定；

e) 第 39 條提述的協議；

f ) 第 47 條提述的廢止。

㆘列經正式授權的㆟士在本公約㆖簽署，

以昭信守。

本公約於㆒九九㆔年五月㆓十九日在海牙

訂立，以英文和法文寫成，兩份文本具有

同等效力。本公約的正本須交存荷蘭王國

政府檔案庫，而核證副本須通過外交途徑

分送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十七次會議各會

員國，以及參與該次會議的其他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