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委員會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港方口岸區” )啟用後的保險安排  

 

目的  

 本文件滙報就已有的強制性質保險單的地域界限如何擴

大至包括港方口岸區的建議。  

背景  

2.  私人性質的文件涉及立約各方在不同情況下訂立的各項
協議。以法例規定把局限於香港的已有權利及義務的地域界

限擴大至包括港方口岸區，或會對有關各方的權利或義務造

成干預。有關法例條文確有可能會改寫立約各方訂立的協議

和對部分立約方造成重大困難。要確保對這些協議一般性適

用的有關條文能符合《基本法》第六 1及第一百零五條 2所隱含

的相稱性或公正平衡要求，將會有困難。因此，條例草案不

會把由私人性質的文件而產生的已有權利或義務的適用範圍

擴大。不過，這做法引發的問題是已有的保險單 (特別是法律
規定為強制性的保險單 )的涵蓋範圍。  

3 .  目 前 ， 強 制 性 質 的 保 險 有 四 大 類 ， 即 船 隻 第 三 者 、 航
空、汽車第三者風險及僱員補償。由於港方口岸區並不涵蓋

任何水域或空域，所以可能受港方口岸區的成立影響的強制

性質保險單，便只有汽車第三者風險及僱員補償這兩大類。  

                                                 

1  第六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  

 
2  第一百零五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

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  

徵用財產的補償應相當於該財產當時的實際價值，可自由兌換，不得無故遲延支

付。  

企業所有權和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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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任何日後的保險單 (即在港方口岸區啟用當日或以後發
出的保險單 )載有對香港的提述，以描述某項權利或義務的地
域界限，則除非有相反用意顯露，該項權利或義務的地域界

限須解釋為包括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第十二條）。不過，

載於已有的保險單的類似提述不會自動解釋為包括港方口岸

區。鑑於有關的兩類保險單通常按年續期，擴大地域涵蓋範

圍的問題純為過渡性。  

汽車第三者風險保險  

5.  《汽車保險 (第三者風險 )條例》 (第 272 章 )規定，所有在
道路上使用汽車 (或致使或允許任何其他人在道路上使用汽車 )
的人必須就他們因使用汽車所導致或引起任何人死亡或身體

受傷而招致的法律責任投保。保險單的地域涵蓋範圍須予以

考慮擴展至包括港方口岸區。  

僱員補償保險  

6.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 章 )第 40 條，所有僱主須
為所有僱員投購工傷補償保險，以承擔其在該條例和普通法

方面的法律責任。根據條例草案，《僱員補償條例》亦適用

於港方口岸區。  

7 .  部分現有的僱員補償保險單沒有地域界限，因此已涵蓋
港方口岸區。至於受本港地域界限規限的已有保險單，其涵

蓋範圍須予以考慮擴展至包括港方口岸區。  

諮詢香港保險業聯會  

8.  我們一直有就最佳的未來路向諮詢香港保險業聯會 (“聯
會” )，以及把條例草案的重要發展告知聯會。我們在二零零
六年三月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前曾諮詢聯會，

以及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告知聯會條例草案刊憲一事。我們曾

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及三月為聯會及其會員公司安排簡報會及

實地考察，以便聯會及其會員公司對所涉及的風險作出更佳

的判斷。  

9 .  聯會向政府表示，處理這過渡性問題的可行解決方案包
括就受影響的保單發出個別批單，或設立市場協議。聯會保

證願意與各方合作，尋求實際有效的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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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協議  

10.  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委員知悉聯會準
備建議屬下的會員公司與政府簽署市場協議，在不收取額外

保費的情況下，將保單保障範圍擴大至港方口岸區。這市場

協 議 是 以 業 界 慣 常 最 佳 做 法 作 為 平 台 ， 由 保 險 業 監 理 處

（“保監”）代表政府簽署市場協議。  

成功示例  

11.  聯會曾援引數個成功例子，以推介市場協議作為解决方

案。其中一個例子是一九八零年成立的汽車保險局。該局為

交通意外的受害人，在肇事司機並無投保或下落不明的情況

下，提供補償。另一例子是僱員補償保險人無力償債計劃。

該 計 劃 設 立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 在 僱 主 的 保 險 人 無 力 償 債 情 況

下，承擔為僱員提供補償的責任。將於二零零七年五月推行

的僱員補償聯保計劃，亦須依賴市場協議為高風險行業的僱

主提供後援的投保途徑。市場協議的運作至今令人滿意，保

監並無察覺有任何問題。  

效益  

12.  保險公司自願簽署市場協議，便是向政府承諾已有保單
的保障範圍會擴大至涵蓋港方口岸區。如在港方口岸區發生

事故，保險公司對政府有履行其承諾的法律責任。  

保監的規管權力  

13.  保監的其中一項法定責任是保障保單持有人的利益。保
險公司如不遵守市場共同達成的協議，其誠信及恪守承諾的

能力將會備受質疑，而其符合《保險公司條例》適當人選準

則的能力亦成疑問。因此，保監可以藉其規管權力確保業界

履行市場協議。  

市場競爭  

14.  此外，保險業的競爭十分激烈。由於保險業所依靠的是
公眾信任與信心，任何可能對聲譽有損的行為及競爭的壓力

會是阻止業界不遵守市場協議的强大的反誘因。保單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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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隨意轉換其他公司，選用他們認為較為穩妥、往績較佳的

公司。  

約束力  

15.  市場協議具有法律效力，由政府（透過保監）和保險公
司 簽 立 。 聯 會 認 為 ， 以 聯 合 聲 明 的 方 式 在 報 章 公 布 市 場 協

議 ， 不 但 可 約 束 簽 約 各 方 ， 且 與 保 險 公 司 的 名 聲 和 商 譽 攸

關。  

16 .  雖然個別保單持有人並非市場協議的任何一方，但爭議
一方可在法律訴訟中引述市場協議，而保險公司會被禁止反

悔他們的承諾。保監作為市場協議的簽署方，願意向保單持

有人就此提供協助。  

通知公眾  

17.  為了通知公眾（特別是保單持有人）有關市場協議的詳
情及簽署協議的公司名單，聯會正考慮在推出市場協議時作

廣泛佈導。有關政府部門亦會協助發放這個訊息。決定不簽

署市場協議的公司必須向保單持有人發出批單，或是建議保

單持有人為港方口岸區增加保險範圍。  

在條例草案提述市場協議  

18.  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部分
委員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有關市場協議的條文，為受保人

提供法律依據，讓他們可以對違反市場協議的情況採取法律

行動。政府認為，這類法律強制手段有違市場協議的基本精

神，並打擊業界的良好意願。此外，此舉可能對其他市場協

議產生連帶效應。加入條文的建議並不清晰，這會令保險公

司不願意簽署市場協議，令市場協議難以發揮其作為自願訂

立的效用。  

單向契約  

19.  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有委員提出單向
契約的方案。據我們了解，這建議是指由承保人以印章簽立

的承諾書，承諾除了按照現有保單條款給予受保人應得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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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外，還另外給予受保人若干權益。部分保險公司會憂慮單

向契約的法律後果，因而他們不會全力支持設立單向契約。   

個別批單  

20.  業界正考慮的另一個方案，是向每個保單持有人發出個
別批單。由於涉及的保單數量不少，這方案會產生大量行政

工作，以及後續的查詢和跟進工作。這並不是解決過渡性問

題的有效及具成本效益的方案。  

未來路向  

21.  雖然市場協議是保險公司和政府自願訂立的承諾，它是
務實的方案，並能把業界須支付的行政費用減至最少，以及

避免投保的市民感到混淆。  

22 .  聯會一直非常合作，與政府一起制定切實的方案，把現
有保單的地域涵蓋範圍在過渡時期擴大至港方口岸區，而且

無須保單持有人承擔額外費用。這已超逾保險公司的商業責

任。聯會計劃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內提出確定的市場協議，並

在設立港方口岸區以前實施。鑑於以往的市場協議均能順利

實施，加上有眾多保障，政府相信市場協議是把保單涵蓋範

圍擴大至港方口岸區的理想方案。  

 

保安局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