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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委員會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事項一覽  
(截至 2006年 5月 15日的情況 ) 

 
 
法律專業保密權  
 
1. 研究下述事宜的可行性：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如在進行正式授權的

截取通訊或監察行動的過程中，發現某些通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

權，須立即停止進行有關的截取或監察 (2006年 4月 12日會議上提
出的事項 )；  

 
2. 澄清加拿大《刑事法典》第 186(2)條所訂 “截取私人通訊 ”的涵義；

考慮禁止授權在律師的辦公室或寓所截取或監察通訊，除非有合

理理由相信有關的律師是參與罪行的一方；並提供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的擬稿 (2006年 4月 12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3. 解釋檢控當局在法律程序中如何使用進行郵件截取及秘密監察的

成果，履行他在確保進行公平的審訊方面的職責；並就使用及銷

毀受到法律專業保密權保障的成果，提供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的擬稿 (2006年 4月 12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公共安全  
 
4. 考慮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在保安局局長的演辭中作出以

下聲明：政府當局不會以公共安全作為理由，藉以達致政治目的

及遏止發表意見的自由或和平集會的權利，而條例草案與《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的工作並無關係 (2006年 5月 2日會議上提出的事
項 )；  

 
5. 就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對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六日及十二日會

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的文件第 6段所述的歐洲人權委員會和人權
法庭的看法，提供與之有關的Esbester v. UK一案及任何其他個案
的判決書文本 (2006年 5月 2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通知截取通訊或監察行動的目標人物  
 
6. 考慮設立機制，以便在若干情況下，在進行截取通訊或監察活動

後通知有關行動的目標人物 (2006年 4月 19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委任小組法官  
 
7. 就應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而非行政長官委任小組法官的建議諮詢

司法機構 (2006年 4月 19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2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  
 
8. 考慮在條例草案中訂定條文，規定行政長官須在獲得立法會同意

之下委任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 (下稱 “專員 ”)(2006年 4月 25日
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9. 考慮設立機制，就專員及行政長官對於根據條例草案第 47(5)條，

從提交予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專員周年報告的文本中剔除的事

宜的任何意見分歧之處，向立法會作出知會 (2006年 4月 25日會議
上提出的事項 )；  

 
10. 考慮設立委員會以覆檢專員的工作 (2006年 4月 25日會議上提出的

事項 )；  
 
就截取通訊或監察提出司法授權申請時所提供的資料  
 
11. 以過往案例說明條例草案附表 3所述，就截取通訊或監察提出司法

授權申請時向小組法官提供的資料，屬於何種類別的資料 (2006年
4月 25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從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活動所得的情報  
 
12. 考慮就備存及銷毀從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活動所得的情報訂立機

制，並規定須就備存此類情報向小組法官提出申請 (2006年4月 25日
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及  

 
按涉及罪行及關乎公共安全提供截取通訊及監察活動的分項統計資料  
 
13. 重新研究按涉及嚴重罪行及關乎公共安全，提供進行截取通訊／

監察活動的個案數目分項數字的可行性 (2006年 4月 25日會議上提
出的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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