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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安達先生：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  
 
 

  本人致函跟進有關在條例草案條文中加入參照條文的標題的

草擬做法事宜。  
 
  本部明白，當局採用此草擬做法旨在使法例較易於閱讀和理

解，但本部關注到，當局有否考慮此草擬做法所引起的技術問題。下

文載述本部找出的若干問題：  
 

(a) 按照《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18(3)條，標題可無須以立

法方法予以校正。在法例制定後，倘若某條文的標題予以校

正，可能產生以下問題：究竟該條文的參照提述所收錄的標

題能否予以校正，抑或基於該標題為法例文本的一部分，應

以立法方法予以修訂。  
 
(b) 倘若當局的用意是，加入的標題旨在對相互參照的提述提供

文 意 ， 並 無 立 法 效 力 ， 請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在 香 港 法 例 第 1章
第 18條清楚反映此用意。雖然香港法例第 1章第 18(3)條訂明，

標題均無立法效力，但如果標題是用作為相互參照的提述提

供文意並已成為法例文本的一部分，此一條文是否適用，可

能令人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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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現時的做法，倘若當局決定將會採用上述草擬做法作

為日後新的條例草案的一般常規做法，應先諮詢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

會，才正式實施。  
 
  敬請閣下於 2006年 12月 1日或該日前以中英文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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