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資 料 文 件  

 

 

《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 條 例 草 案 》 下 的 補 償  

 
 
  本文件闡釋在《條例草案》下有關補償的事宜，包括補

償計劃及與補償申索相關的考慮因素。  
 
補 償 計 劃  

 
2 .   根 據《條例草案》第 8 條，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在

屬於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況下訂立規例。草案第 8(4 )條界定
“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涵義。草案第 8 ( 2 ) ( c )條訂明，這些規例

可就徵用財產及關乎該等徵用的補償的事宜作出規定。  

 

3 .   《 條例草案》第 1 2 ( 1 )條規定，凡有任何物品依據條例被

損壞、銷毀、檢取、交出或向任何人呈交，衞生署署長 (署長 )可

命令支付在有關情況下屬公平和公正的補償。草案第 1 2 ( 3 )條進
一步訂明，如根據第 8 條訂立的規例就某些個案的補償有所規

定，則上述規定不適用於該等補償。  

 

4 .   《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例》草擬本 (已於二零 零八年三月十

一日提交草案委員會 )訂明賦權檢取、銷毁、交出物品的條文。

舉例來說，第 C1 條訂明，衞生主任在指定情況下，例如化驗室

逸漏表列傳染性病原體而可能構成公共衞生危險時，可行使進入

的權力並檢取他有理由懷疑是指明傳染病的來源的物品。第 G 5
條訂明，衞生主任可銷毁他有理由相信是受指明傳染病感染的物

品 (除 非 該 物 品 是 運 輸 工 具 )或 命 令 就 該 物 品 執 行 疾 病 控 制 措

施。第 H1 條訂明，如署長相信某化驗室處理某表列傳染性病原

體的方式可能構成公共衞生危險，可要求該化驗室把該病原體交

出。  

 

5 .   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根據草案第 8 條訂立《公共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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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緊急事態規例》的權力外 (這權力只會在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

情況下行使 )，《條例草案》及其附屬法例所訂明的其他各項權

力，一律可在平常日子和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情況期間行使。徵用

財產是一項特殊權力，只會在出現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時行使，因

此，徵用財產的補償是在草案第 8 條訂立的《公共衞生緊急事態

規例》中訂明。另一方面，草案第 12 條涵蓋的可作出補償的情
況廣泛得多 (包括物品依據條例被損壞、銷毁、檢取、交出或向

任何人呈交 )，但不包括徵用財產。由於這些情況皆可因衞生主

任 在 平 常 日 子 和 出 現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期 間 行 使 其 權 力 而 出

現，因此草案第 12 條下的補償在這兩種時期均可作出。  

 

6 .   《 條例草案》沒有就根據《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徵

用財產訂定詳細補償計劃。我們已承諾在該規例中訂明，如任何

人所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由於行使任何徵用權力而導致或造成

的，或如任何人有權使用任何徵用的財產或有權從該財產收取租

金，則該人有權追討在有關情況下屬公平和公正的補償。該規例

也會訂明提出補償申索的程序，以及加入與《條例草案》第 1 2 ( 2 )
條類似的條文，就任何關於應否支付補償或補償款額的爭議的解

決或裁定方法作出規定 (參閱附件所載由政府當局為二零 零八年

二月二十八日會議擬備的立法會 CB( 2)1170 /07 -08 (02 )號文件第 4
段 )。  
 

與 補 償 申 索 相 關 的 考 慮 因 素  

 

7 .   在 《 條例草案》的情況下，要決定應否就某一個案支付

補償，會考慮個案是否涉及事實徵用財產或侵擾財產權 (如有的

話，侵擾的目的和程度 ) TP

1
PT。  

 

8 .   在香港，私人財產權受《基本法》第六條和第一百零五

條保護。《基本法》第六條規定香港特別行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

產權。《基本法》第一百零五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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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

1
PT 有關“徵用＂和“事實徵用＂的概念，請參閱附件所載的文件第

1 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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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為 確 保符合《基本法》第一百零五條，以及可能隱含在

該條和《基本法》第六條有關公正平衡或相稱的規定 (即就控制
財產而言，控制財產所用的方法與擬達致的目的須存在合理相稱

關係 )，《條例草案》第 12 條和《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規定

須支付公平和公正的補償。在《條例草案》的情況下，事實徵用

財產權的例子包括在出現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時永久徵用藥物、疫

苗、個人保護裝備等；衞生主任為預防疾病蔓延而把受感染物品

銷毁等。侵擾財產權的例子包括在出現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時暫時

徵用私人物業作為隔離或檢疫的地方、暫時徵用私人車輛用作運

送醫護人員和物資等。  

 

10 .   對於事實徵用財產個案，現時《基本法》第一百零五條

已有憲法規定向被徵用財產的擁有人作出實際價值補償。補償辦

法會以本地法院決定的“實際價值＂裁定原則為依歸。附件的文

件第 11 - 13 段提及有關原則。在僅屬侵擾財產權的個案中，補償
會按“公正平衡原則＂釐定。這點在同一文件第 14 段內有所解
釋。  

 

11 .   基 於上述討論，不大可能根據草案第 12 條或《公共衞生
緊急事態規例》獲得補償的情況舉例如下：  

 

( a )  檢取或銷毁受感染物品，而這些物品並無經濟價值及對
公共衞生構成危險；  

 

(b )  有關損失是由於提出申索的人的某些作為或不作為所引

致；  

 

( c )  對財產權的有關侵擾在沒有支付補償的情况下仍然符合
公正平衡原則，例如衞生主任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

例》草擬本第 E7(2 )條檢取未經許可而被帶進受隔離地方

的物品一段非常短暫的時間 (例如幾分鐘 )，又或被檢取的

物品是導致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起因。  

 

12 .   以 上例子說明在考慮補償申索時極有可能會顧及下列相

關因素：  

 

( a )  導致有關徵用／侵擾的政府作為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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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有關徵用／侵擾與涉及的損失，兩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

係；  

(c )  申索人的過失或謹慎程度，特別是他是否促成有關損失； 

 

(d )  有關徵用／侵擾對申索人的財產權的影響程度。  

 

13 .   我 們 的政策是不會為補償金額設定上限。毎宗補償申索

會按其情況個別評估。  

 

14 .   我 們會於稍後就解決補償申索爭議的機制提交文件。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  1  -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會 議  

資 料 文 件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況下徵用私人財產以及有關賠償事宜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解 釋 ， 何 以 《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例 草 案 》 (條 例 草 案 )第

8 ( 2 ) ( c )條 所 訂 有 關 徵 用 的 權 力 ， 符 合 《 基 本 法 》 第 六 條 及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對 財 產 權 所 作 的 保 證 。 此 外 ， 本 文 件 也 回 應 委 員 在 2 0 0 8 年 2 月 1 日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關 於 處 所 和 運 輸 工 具 的 擁 有 人 ，

以 及 為 公 共 衞 生 目 的 而 被 命 令 接 受 檢 疫 或 隔 離 並 因 此 蒙 受 財 政 損 失 的

人 ， 會 否 獲 得 補 償 。  

背景  

條 例 草 案 所 訂 的 徵 用 及 補 償 制 度  

2 .  根 據 條 例 草 案 第 8 條，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可 在 屬 於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的 情 況 下 訂 立 規 例。條 例 草 案 第 8 ( 2 ) ( c )條 規 定，這 些 規 例 可 就 徵

用 財 產 及 關 乎 該 等 徵 用 的 補 償 的 事 宜 訂 定 條 文 。 規 例 的 目 的 ， 旨 在 防

止 、 應 付 或 紓 緩 該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的 影 響 ， 以 及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 根 據

條 例 草 案 第 8 ( 4 )條 ，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是 指 甚 有 可 能 導 致 大 量 人 口 死

亡 或 罹 患 嚴 重 殘 疾 (不 論 是 否 長 期 殘 疾 )的 －  

(a)  某 疾 病 、 流 行 病 或 疾 病 大 流 行 的 出 現 或 逼 切 威 脅 ；  

(b)  前 所 未 見 的 病 原 體 或 物 體 的 出 現，或 高 度 傳 染 性 病 原 體 或 物 體

的 出 現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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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 類 廣 泛 暴 露 於 某 傳 染 性 病 原 體 的 情 況，或 人 類 廣 泛 暴 露 於 某

傳 染 性 病 原 體 的 逼 切 威 脅 。  

3 .  條 例 草 案 第 1 2 ( 1 )條 規 定 ， 凡 有 任 何 物 品 依 據 條 例 草 案 被 損 壞 、 銷

毀 、 檢 取 、 交 出 或 向 任 何 人 呈 交 ， 衞 生 署 署 長 可 命 令 支 付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屬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補 償 。 條 例 草 案 第 1 2 ( 2 )條 進 一 步 規 定 ， 在 沒 有 協 議 的

情 況 下，任 何 關 於 應 否 支 付 補 償 或 補 償 款 額 的 爭 議，可 按 照《 仲 裁 條 例 》

(第 3 4 1 章 )藉 仲 裁 解 決 或 裁 定 。 如 根 據 第 8 條 訂 立 的 規 例 就 某 些 個 案 的

補 償 有 所 規 定 ， 條 例 草 案 第 1 2 ( 2 )條 不 適 用 於 該 等 個 案 。  

4 .  因 此 ， 在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的 情 況 下 徵 用 財 產 而 作 出 補 償 ， 會 在 根

據 第 8 條 訂 立 的 一 套 規 例 (《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規 例 》 )中 另 行 規 定 。 政

府 的 政 策 目 的 是 ， 根 據 《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規 例 》 ， 任 何 人 因 當 局 行 使

任 何 徵 用 權 力 而 蒙 受 損 失 或 損 害 ， 又 或 本 來 享 有 被 徵 用 財 產 的 使 用 或 租

用 權 ， 均 有 權 討 回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屬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補 償 。 上 述 規 例 也 會 訂

有 類 似 條 例 草 案 第 1 2 ( 2 )條 的 條 文 ， 就 解 決 和 裁 定 應 否 支 付 補 償 或 補 償

款 額 的 爭 議 ， 作 出 規 定 。  

《基本法》第六條及第一百零五條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  

條 文  

5 .  《 基 本 法 》 第 六 條 規 定 ：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依 法 保 護 私 有 財 產 權 。 ”  

6 .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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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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產  

7 .  《 基 本 法 》第 六 條 及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均 與 保 護 財 產 權 有 關。在 M i c h a e l  

R e i d  S c o t t  訴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高 院 憲 法 及 行 政 訴 訟 2 0 0 2 年 第

1 8 8 號 )一 案 中 ， 夏 正 民 法 官 曾 研 究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中 “財 產 ”

一 詞 的 概 念 。 他 表 示 (判 詞 第 7 1 至 7 2 段 )：  

“… …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並 沒 有 為 ‘財 產 ’一 詞 下 定 義 ， 而 只

註 明 保 護 財 產 的 “取 得 、 使 用 、 處 置 和 繼 承 ”的 權 利 ， 從 而 限 定 了 該

詞 的 範 圍 。 本 席 認 為 ， 這 些 限 定 語 有 助 詮 釋 該 條 所 指 的 ｀ 財 產 ＇ 的

涵 義 和 範 圍 。  

如 果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所 指 的 ｀ 財 產 ＇ 可 以 被 取 得 、 使 用 和 處 置 ， 包 括

以 繼 承 的 方 式 處 置 ， 則 必 定 可 以 被 管 有 和 移 交 予 別 人 而 不 再 被 管

有 。 簡 言 之 ， 在 大 多 數 情 況 下 ， ‘財 產 ’須 具 有 兩 項 特 徵 ： 可 以 被 管

有 和 可 以 被 移 交。本 席 用 了 “在 大 多 數 情 況 下 ”這 個 詞 語 來 限 定 這 些

屬 性 ， 是 因 為 本 席 當 然 同 意 ‘ 財 產 ’ 一 詞 在 普 通 法 下 的 涵 義 十 分 廣

泛，而 該 詞 如 用 於 憲 制 文 件 中，須 作 廣 義 和 按 立 法 目 的 解 釋。… … ”  

8 .  夏 正 民 法 官 亦 在 第 7 7 及 7 9 段 裁 定，基 本 法 第 六 條 及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只 保 護 現 有 的 財 產 權 ， 而 非 預 期 的 權 利 (例 如 未 曾 賺 取 的 款 項 )， 條 文 的

保 障 並 不 延 伸 至 實 際 上 僅 是 一 個 期 望。這 取 向 符 合 有 關《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

第 1 號 議 定 書 第 1 條 的 歐 洲 法 理 學 ， 該 項 條 文 與 保 護 財 產 權 有 關 。 1 正

如 J e s s i c a  S i m o r 及 B e n  E m m e r s o n 御 用 大 律 師 在 H u m a n  R i g h t s  P r a c t i c e

一 書 第 1 5 . 0 0 9 段 所 述 ：  

“第 1 號 … …［ 議 定 書 ］第 1 條 只 與 ‘現 有 財 物 ’有 關，因 此 憑 藉 日 後

或 會 獲 取 財 物 而 構 成 受 第 1 號［ 議 定 書 第 1 條 ］保 障 的 財 產 權 的 可

能 性 不 大 。 任 何 在 日 後 某 個 時 間 獲 取 或 繼 承 財 物 的 權 利 ， 也 不 會 受

                                                      

1  第 1 號議定書第 1 條規定：  
“每一個自然人或法人均有權和平地享用其財物。除非是為了公眾利益並符合法律與

國際法的一般原則所規定的條件，任何人不得被剝奪財物。  
然而，上述規定不得對國家為按照普遍利益管制財產用途或為收取稅款或其他供款

或罰款而執行其認為所需的法例的權利，造成任何形式的損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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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保 護 。 … … 日 後 的 收 入 是 在 賺 取 後 ， 或 對 該 項 收 入 的 申 索 可 予 強

制 執 行 時 ， 才 算 為 ‘財 物 ’。 … … ”  

9 .  根 據 歐 洲 法 理 學 ， “財 物 ”一 詞 被 裁 定 為 包 括 知 識 產 權 在 內 ， 例 如 專

利 權 ︰ 見 R i c h a r d  C l a y t o n 及 H u g h  T o m l i n s o n 合 著 的 T h e  L a w  o f  H u m a n  

R i g h t s ( 2 0 0 0 )第 1 8 . 3 5 段 。  

徵 用 財 產  

1 0 .  按 照 附 件 所 載 本 地 法 院 的 裁 決 ， 在 判 斷 就《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而 言 是 否 有 財 產 被 “徵 用 ”的 問 題 時 ， 須 考 慮 以 下 各 點 ：  

(a)  是 否 有 任 何 財 產 被 政 府 或 政 府 機 構 正 式 徵 收 (即 財 產 的 所 有 權

已 轉 移 )， 並 應 注 意 上 文 第 7 至 9 段 有 關 “財 產 ”一 詞 的 涵 義 的

論 述 ；  

(b)  是 否 在 實 質 上 有 任 何 財 產 被 事 實 徵 用 ；  

(c)  上 述 問 題 ( b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和 程 度 而 定 。 主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是 申 訴 所 針 對 的 措 施 對 於 財 產 實 質 影 響 的 程 度，是 否 會 令 有

關 財 產 失 去 任 何 有 意 義 的 用 途，或 不 再 有 任 何 有 利 可 圖 的 經 濟

用 途 。  

補 償 －－ 實 際 價 值  

1 1 .  《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規 定 ， 任 何 人 的 財 產 如 被 依 法 徵 用 ， 有 權

得 到 補 償 ， 而 補 償 應 相 當 於 該 財 產 當 時 的 實 際 價 值 。 在 P e n n y ’ s  B a y  

I n v e s t m e n t  C o m p a n y  L i m i t e d  訴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 土 地 審 裁 處 雜 項 申 請

1 9 9 9 年 第 2 3 號 及 雜 項 申 請 2 0 0 5 年 第 1 號 )一 案 中 (有 關 根 據《 前 濱 及 海

床 (填 海 工 程 )條 例 》 (第 1 2 7 章 )作 出 補 償 的 案 件 )， 林 文 瀚 法 官 在 判 詞 第

4 2 至 4 5 段 裁 定 ，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所 訂 的 實 際 價 值 測 試 ， 與 屋

宇 地 政 署 署 長  訴  S h u n  F u n g  I r o n w o r k s  L t d ( [ 1 9 9 5 ]  2  A C  1 1 1  a t  1 2 5 )一

案 中 ， 李 啟 新 勳 爵 ( L o r d  N i c h o l l s )簡 明 扼 要 地 定 下 的 等 同 原 則 所 產 生 的

公 平 補 償 ， 沒 有 實 質 差 別 ：  

“這 些 條 文 在 香 港 和 英 國 的 作 用 ， 在 於 給 予 被 強 制 徵 用 土 地 的 申 索

人 公 平 的 補 償 。 這 有 時 會 稱 為 等 同 原 則 。 … … 申 索 人 有 權 就 其 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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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到 公 平 和 十 足 的 補 償 。 反 過 來 說 ， 可 以 得 出 一 個 推 論 ， 而 這 個 推

論 是 公 平 補 償 概 念 的 固 有 元 素，就 是 申 索 人 無 權 得 到 多 於 公 平 的 補

償：被 徵 用 土 地 的 人 有 權 就 可 公 平 地 歸 因 於 其 土 地 被 徵 用 的 損 失 獲

得 補 償 ， 但 所 得 的 補 償 不 會 超 出 這 個 限 額 。 補 償 申 索 成 功 與 否 ， 最

終 都 以 這 塊 試 金 石 的 兩 面 來 斷 定 。 ”  

1 2 .  至 於 評 估 賠 償 是 否 公 正 ， 林 文 瀚 法 官 引 用 並 認 同 李 啟 新 勳 爵 ( L o r d  

N i c h o l l s )所 提 出 必 須 符 合 的 下 列 3 個 條 件 (第 4 5 段 )：  

(a)  收 回 或 徵 用 財 物 與 涉 及 的 損 失 ， 兩 者 之 間 必 須 有 因 果 關 係 ；  

(b)  要 符 合 獲 賠 償 資 格 ， 損 失 不 能 過 於 間 接 ；  

(c)  申 索 賠 償 的 人 理 當 合 理 行 事，以 消 除 或 減 低 損 失，並 避 免 招 致

不 合 理 的 開 支 。  

1 3 .  在 P e n n y ’ s  B a y 一 案 之 前，終 審 法 院 在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訴  Y i n  S h u e n  

E n t e r p r i s e s  L i m i t e d  [ 2 0 0 3 ]  2  H K L R D  3 9 9 一 案 中 應 用 等 同 原 則 。 該 案 涉

及 的 事 宜 為 ， 根 據 《 收 回 土 地 條 例 》 (第 1 2 4 章 )收 回 土 地 作 出 的 補 償 ，

可 否 包 括 投 機 性 元 素 ， 而 第 1 2 4 章 內 剔 除 投 機 性 元 素 的 相 關 條 文 ， 又 是

否 符 合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 終 審 法 院 在 Y i n  S h u e n 一 案 中 裁 定 ，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沒 有 要 求 須 按 照 有 關 財 產 的 公 開 市 值 計 算 補

償 ， 只 訂 明 補 償 應 按 該 財 產 的 “實 際 價 值 ”計 算 。 一 般 而 言 ， 物 業 的 公 開

市 值 可 反 映 其 實 際 價 值 。 然 而 ， 事 實 並 非 恆 常 如 此 。 有 時 市 場 亦 準 備 支

付 超 過 物 業 真 正 價 值 的 投 機 性 價 格 。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沒 有 要 求

須 就 投 機 性 元 素 作 出 賠 償 。 終 審 法 院 又 裁 定 ， 政 府 當 局 只 須 就 “該 財 產 ”

作 出 補 償 ， 即 對 取 得 的 權 益 作 出 補 償 。  

不 構 成 徵 用 財 產 的 情 況  

1 4 .  對 於 不 構 成 徵 用 財 產 的 干 擾 財 產 權 情 況 ， 歐 洲 法 理 學 發 展 出 來 的

“公 正 平 衡 準 則 ”可 以 被 爭 辯 為 《 基 本 法 》 第 六 條 及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下 的 隱

含 規 定 ， 因 此 適 用 於 該 等 情 況 ， 儘 管 本 地 法 院 至 今 從 未 在 該 等 不 構 成 徵

用 財 產 的 情 況 採 用 這 項 準 則 。 根 據 這 項 準 則 ， 對 財 產 權 作 出 任 何 干 擾 ，

須 平 衡 社 會 整 體 利 益 的 需 要 (對 財 產 權 作 出 的 干 擾 必 須 以 維 護 社 會 整 體

利 益 為 目 的 )和 保 障 個 人 權 利 的 需 要。作 出 干 擾 的 方 法 須 與 希 望 達 至 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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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相 稱 ， 兩 者 之 間 要 有 合 理 的 關 係 。 在 歐 洲 法 理 學 中 ， 一 個 人 並 沒 有 固

有 的 權 利 ， 可 因 財 產 用 途 被 管 制 而 得 到 補 償 ， 或 依 此 類 推 ， 可 因 和 平 享

用 財 產 的 權 利 受 到 不 構 成 “徵 用 ”的 干 擾 而 得 到 補 償 。 不 過 ， 在 評 估 有 關

規 例 與 目 標 是 否 相 稱 時 ， 會 否 給 予 補 償 和 法 例 所 引 致 的 實 質 經 濟 損 失 有

多 嚴 重 ， 會 是 相 關 的 考 慮 因 素 ： 見 J e s s i c a  S i m o r 及 B e n  E m m e r s o n 御 用

大 律 師 合 著 的 H u m a n  R i g h t s  P r a c t i c e 第 1 5 . 0 6 0 段 。  

本 個 案 的 情 況  

1 5 .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 如 根 據 《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規 例 》 徵 用 財 產 ， 則 不

論 有 關 徵 用 是 否 等 同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所 指 的 “徵 用 ”財 產 ， 或 只

是 對 財 產 權 作 出 干 擾，都 會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作 出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補 償 (見 上 文

第 4 段 )。 2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作 出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補 償，符 合 上 文 所 討 論 的 等

同 原 則 ， 即 申 索 人 有 權 就 其 蒙 受 的 損 失 得 到 公 平 和 十 足 的 補 償 。 因 此 ，

第 8 ( 2 ) ( c )條 有 關 徵 用 權 力 及 相 關 補 償 的 條 文 ， 與《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有 關 實 際 價 值 補 償 的 規 定 相 符 。  

1 6 .  假 若 根 據《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規 例 》徵 用 財 產 在 某 情 況 下 不 足 以 構

成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所 指 的 “徵 用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 該 財 產 的 徵

用 相 當 可 能 會 符 合 上 文 第 1 4 段 所 載 的 公 正 平 衡 準 則 ， 理 由 如 下 ︰  

 ( a )  公 眾 利 益  

政 府 只 會 在 出 現 條 例 草 案 第 8 ( 4 )條 所 界 定 的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的 情 況 下 訂 立 《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規 例 》 (見 上 文 第 2 段 )。

此 舉 是 為 了 防 止、應 付 或 紓 緩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的 影 響，以 及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 此 外 ，《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規 例 》所 賦 予 的 徵

用 財 產 的 權 力 ， 只 限 用 於 處 理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  

 

 

                                                      

2  對財產權作出干擾的一個例子是，由於政府行使徵用權，以致業主於短時期內無法

使用其房地產。雖然業主就其房地產的權利受到干擾，但他就該房地產的業權沒有

被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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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支 付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補 償  

如 在 出 現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的 情 況 下 徵 用 財 產，政 府 的 政 策 是

確 保 支 付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屬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補 償 ；  

 ( c )  程 序 上 的 保 障  

《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規 例 》 將 包 括 一 條 與 第 1 2 ( 2 )條 相 似 的 條

文 ， 以 解 決 或 裁 定 任 何 關 於 應 否 支 付 補 償 或 補 償 款 額 的 爭 議

(見 上 文 第 4 段 )。  

1 7 .  然 而 ， 政 府 當 局 的 政 策 是 ，《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規 例 》 不 會 就 徵 用

受 《 專 利 條 例 》 (第 5 1 4 章 )所 保 障 的 知 識 產 權 作 出 規 定 。 《 專 利 條 例 》

第 I X 部 已 訂 明 ， 如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根 據 該 條 例 宣 布 任 何 期 間 為

極 度 緊 急 期 間 ， 則 政 府 可 於 該 段 期 間 內 徵 用 專 利 權 ， 以 維 持 或 確 保 社 會

大 眾 生 活 上 必 需 的 供 應 品 與 服 務 足 夠 ， 並 訂 明 須 就 徵 用 專 利 權 作 出 賠

償 。 《 專 利 (修 訂 )條 例 》 將 於 2 0 0 8 年 2 月 2 2 日 生 效 ， 該 條 例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 更 進 一 步 訂 明 ， 如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根 據 該 條 例 宣 布 任 何 期

間 為 極 度 緊 急 期 間 ， 則 當 局 可 於 該 段 期 間 內 批 予 專 利 藥 劑 製 品 進 口 強 制

性 特 許 ， 以 進 口 、 屯 積 或 使 用 專 利 藥 劑 製 品 或 將 該 製 品 推 出 市 場 ， 或 作

出 會 構 成 對 有 關 專 利 的 侵 犯 的 任 何 其 他 作 為 ， 以 應 付 任 何 公 共 衞 生 問

題 ； 條 例 亦 有 訂 明 當 局 須 對 專 利 權 的 擁 有 人 作 出 相 關 的 賠 償 （ 如 有 的

話 ） 。 與 目 前 的 第 I X 部 所 提 及 的 一 般 “ 政 府 徵 用 ＂ 不 同 ， 修 訂 條 例 並

沒 有 限 制 由 政 府 徵 用 （ 根 據 強 制 性 特 許 ） ， 而 且 如 果 入 口 時 已 向 專 利 權

的 擁 有 人 提 供 足 夠 的 補 償 則 無 須 在 入 口 時 提 供 補 償 。  

經 濟 損 失 的 補 償  

1 8 .  至 於 被 命 令 隔 離 的 處 所 或 運 輸 工 具 的 擁 有 人，以 及 被 命 令 隔 離 或 接

受 檢 疫 的 人 ， 即 使 他 們 蒙 受 經 濟 損 失 ， 也 不 會 就 其 損 失 給 予 補 償 ， 因 為

相 關 的 隔 離 或 檢 疫 令 只 會 在 一 段 短 時 間 內 有 效 ， 讓 衞 生 當 局 進 行 疾 病 管

制 措 施 及 ／ 或 醫 學 監 察 ， 防 止 疾 病 蔓 延 。 正 在 隔 離 或 受 檢 疫 影 響 的 處 所

和 運 輸 工 具，是 不 可 能 適 合 作 慣 常 經 濟 用 途 (例 如 進 行 商 業 活 動 )，因 為 ，

舉 例 說 ， 這 些 處 所 和 運 輸 工 具 已 受 感 染 及 ／ 或 有 被 隔 離 或 接 受 檢 疫 的 人

扣 留 在 這 些 處 所 和 運 輸 工 具 內 。 基 於 以 上 考 慮 因 素 ， 而 且 鑑 於 該 等 隔 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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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檢 疫 令 旨 在 促 進 公 眾 利 益 (即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 事 關 重 大 ， 我 們 認 為 儘

管 不 會 就 有 關 的 經 濟 損 失 給 予 補 償 ， 因 作 出 隔 離 或 檢 疫 令 而 對 財 產 權 造

成 的 任 何 干 擾 ， 是 符 合 上 文 第 1 4 段 所 述 的 公 正 平 衡 要 求 。  

1 9 .  根 據 目 前 的 人 權 法 律，政 府 是 無 責 任 向 因 防 止 傳 染 病 蔓 延 而 被 依 法

拘 留 的 人 士 提 供 因 該 依 法 拘 留 所 蒙 受 的 財 政 損 失 的 補 償 。 根 據 《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第 5 條 第 5 款 只 有 受 非 法 逮 捕 或 拘 禁 的 人 士 有 權 要 求 執 行 損 害

賠 償 。 任 何 人 聲 稱 他 受 到 違 反 《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 第 5 條 第 1 款 的 無 理 拘

禁 可 以 根 據 《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例 》 (第 3 8 3 章 )第 6 條 向 法 院 申 請 頒 發 法

院 認 為 在 該 情 況 下 屬 適 當 及 公 正 的 補 救 或 濟 助 。  

 

律 政 司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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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中 “徵用 ”一詞的概念  

 

 在 九 龍 雞 鴨 欄 同 業 商 會  訴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署 長 ( [ 2 0 0 2 ]  4  H K C  

2 7 7 )一 案 中 ， 上 訴 法 庭 曾 考 慮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中 “徵 用 ”一 詞 的

概 念 。 在 該 宗 案 件 中 ， 新 的 附 屬 法 例 禁 止 上 訴 人 在 租 用 的 檔 位 售 賣 水

禽 。 上 訴 法 庭 裁 定 ， 此 舉 並 非 徵 用 ， 而 是 控 制 土 地 的 用 途 。 歐 洲 人 權 委

員 會 曾 在 B a n e r  v  S w e d e n  ( A p p  N o . 1 1 7 6 3 / 1 9 8 5， 6 0  D R  1 2 8 )一 案 中 作 出

以 下 結 論 ， 而 該 結 論 亦 獲 法 庭 引 用 並 認 同 (第 1 7 段 )：  

“至 於 申 請 人 的 財 產 是 否 被 徵 用 ， 委 員 會 認 為 ， 根 據 已 予 確 立 的 案

例 法 ， 第 1 號 議 定 書 第 1 條 所 指 的 徵 用 財 產 ， 涵 義 不 限 於 正 式 徵 收

財 產 的 情 況 (即 將 所 有 權 轉 移 )。 倘 若 申 訴 所 針 對 的 措 施 對 於 財 產 實

質 影 響 的 程 度 ， 事 實 上 等 同 徵 收 有 關 財 產 ， 或 者 申 訴 所 針 對 的 措 施

‘可 視 同 徵 用 財 產 ’， 則 也 可 能 構 成 對 財 產 的 ‘徵 用 ’  (請 參 看 1 9 8 2 年

9 月 2 3 日 歐 洲 人 權 法 庭 在 S p o r r o n g  a n d  L o n n r o t h 案 中 的 判 決 S e r i e s  

A  n o . 5 2 第 2 4 頁 第 6 3 段 )。  

很 明 顯 ， 申 請 人 的 財 產 沒 有 被 正 式 徵 用 。 他 仍 保 留 有 關 財 產 的 所 有

權 。 申 請 人 亦 沒 有 被 剝 奪 捕 魚 的 權 利 ， 包 括 使 用 手 提 索 具 捕 魚 的 權

利 。 他 失 去 的 只 是 禁 止 其 他 人 使 用 手 提 索 具 捕 魚 的 權 利 。  

有 些 一 般 性 法 例 會 影 響 和 重 新 界 定 財 產 擁 有 人 的 權 利，但 即 使 這 些

法 例 干 擾 甚 至 奪 去 某 些 方 面 的 財 產 權 ， 通 常 也 不 能 視 同 徵 收 財 產 。

很 多 締 約 國 都 有 財 產 權 因 立 法 行 為 而 被 重 新 界 定 的 例 子 … … 。 ”  

2 .  上 訴 法 庭 進 一 步 裁 定 (第 1 8 段 )：  

“… … 倘 若 上 訴 人 所 持 的 論 點 是 正 確 的 ， 則 將 來 立 法 限 制 土 地 用 途

如 規 劃 管 制 和 區 劃 等，便 會 構 成《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所 指 的 ‘徵

用 財 產 ’ ， 並 須 作 出 補 償 。 這 不 可 能 是 正 確 的 ， 也 突 顯 了 上 訴 人 論

點 的 謬 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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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 K a i s i l k  D e v e l o p m e n t  L t d  訴  市 區 重 建 局 ( [ 2 0 0 4 ]  1  H K L R D  9 0 7 )

一 案 中 ， 上 訴 法 庭 再 次 探 討 一 般 規 管 性 法 律 所 施 加 的 限 制 對 財 產 用 途 的

影 響 。 該 案 涉 及 現 已 廢 除 的 《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條 例 》 。 根 據 該 條 例 ，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 “土 發 公 司 ” )可 擬 備 和 提 交 發 展 計 劃 予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批 准 ，

並 可 在 無 法 獲 取 受 市 區 重 建 計 劃 影 響 的 土 地 時 ， 要 求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局

長 建 議 收 回 土 地 。  

4 .  案 中 原 告 人 指 1 9 9 5 年 獲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批 准 的 土 發 公 司 計 劃 造 成

“損 害 ”， 剝 奪 原 告 人 使 用 和 處 置 其 物 業 的 權 利 ， 使 原 告 人 在 面 對 收 回 土

地 的 威 脅 下 無 法 發 展 、 按 揭 或 出 售 其 物 業 。 原 告 人 聲 稱 ， 土 發 公 司 的 發

展 計 劃 對 其 物 業 所 造 成 的 損 害 ， 構 成 控 告 土 發 公 司 違 反 法 定 責 任 的 訴 訟

因 由 。 原 告 人 嘗 試 引 用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支 持 其 聲 稱 。 上 訴 法 庭

拒 絕 接 納 這 個 論 點 。  

5 .  上 訴 法 庭 ( 9 2 0 I 第 3 3 段 ) 引 述 樞 密 院 G r a p e  B a y  L t d  v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o f  B e r m u d a  ( [ 2 0 0 0 ]  1  W L R  5 7 4  a t  5 8 3 C )一 案 中 ， 賀 輔

明 勳 爵 ( L o r d  H o f f m a n n )的 意 見 ：  

“基 於 公 眾 利 益 以 一 般 規 管 性 法 律 對 財 產 的 用 途 施 加 限 制 ， 不 構 成

徵 用 財 產 而 無 須 作 出 補 償 ， 這 已 有 定 論 。 最 明 顯 的 例 子 是 規 劃 管

制 … … 。  

在 公 民 社 會 裏 ， 為 了 互 相 妥 協 ， 我 們 時 常 需 要 基 於 一 般 公 眾 利 益 而

對 私 人 權 利 施 加 限 制 。 個 別 人 士 不 會 在 沒 獲 補 償 情 況 下 被 徵 用 財

產，這 權 利 所 依 據 的 原 則 是：第 一，為 了 國 家 利 益 而 徵 用 私 人 財 產 ，

必 須 有 一 些 關 乎 公 眾 利 益 的 理 由 作 為 支 持 ； 第 二 ， 如 基 於 公 眾 利 益

而 確 有 此 需 要，則 所 招 致 的 損 失 不 應 由 被 徵 用 財 產 的 個 別 人 士 所 承

受 而 應 由 公 眾 整 體 來 承 擔 。 不 過 ， 對 於 基 於 公 眾 利 益 而 制 定 的 普 遍

適 用 法 例，上 述 原 則 並 不 要 求 當 局 須 向 私 人 權 利 受 到 這 些 法 例 限 制

的 人 作 出 補 償 ， 即 使 在 無 可 避 免 的 情 況 下 ， 有 關 的 一 般 法 例 對 某 些

人 的 影 響 會 比 其 他 人 大 。 ”  

6 .  上 訴 法 庭 (第 4 0 段 )進 一 步 裁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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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 原 告 人 所 指 的 損 害 ， 最 多 只 是 一 種 限 制 ， 不 等 同 於 被 告

人 取 得 原 告 人 的 物 業 。 到 收 回 土 地 後 ， 被 告 人 才 取 得 原 告 人 的 物

業 … … 。 ”  

7 .  在 W e s o n  I n v e s t m e n t  L i m i t e d  訴  稅 務 局 局 長 ( [ 2 0 0 7 ]  2  H K L R D  5 6 7 )

一 案 中 ， 上 訴 法 庭 裁 定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不 適 用 於 合 法 徵 稅 ， 稅

收 事 宜 由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八 條 規 管 。 當 政 府 徵 稅 時 ， 必 然 會 徵 用 納

稅 人 財 產 ， 而 納 稅 人 不 享 有 得 到 補 償 的 權 利 。 法 庭 裁 定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中 的 “ d e p r i v a t i o n ”一 詞，是 “ e x p r o p r i a t i o n ”的 意 思，即 中 文 原 文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即 “徵 用 ” )。 真 誠 採 取 行 動 以 評 估 和 強 制 繳 付 稅 款 ， 即 使

之 後 發 現 屬 錯 誤 ， 也 不 屬 於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所 指 的 依 法 徵 用 財

產 (判 詞 第 1 8 至 2 0、 7 9 及 8 2 段 )。  

8 .  在 H a r v e s t  G o o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L t d  訴  律 政 司 司 長 及 其 他 人 ( [ 2 0 0 7 ]  

4  H K C  1 )及 H o n g  K o n g  K a m  L a n  K o o n  L t d  訴  R e a l r a y  I n v e s t m e n t  L t d  

( N o .  5 )  ( [ 2 0 0 7 ]  5  H K C  1 2 2 ) 案 件 中 ， 原 訟 法 庭 也 依 循 上 述 方 式 詮 釋

“ d e p r i v a t i o n ”的 涵 義 。  

9 .  不 過 ， 在 F i n e  T o w e r  A s s o c i a t e s  L t d  訴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民 事 上 訴

2 0 0 6 年 第 3 5 6 號 )一 案 中 ， 上 訴 法 庭 裁 定 ， 以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的 中 文 本 為 依 據 (即 如 中 、 英 文 本 有 出 入 ， 以 中 文 本 為 準 3)， 並 不 具 重 要

性 ， 因 為 法 庭 在 決 定 是 否 構 成 徵 收 時 ， 會 考 慮 實 際 情 況 而 非 形 式 ； 如 管

制 令 財 產 失 去 所 有 有 意 義 的 經 濟 價 值 ， 則 即 使 沒 有 以 徵 用 之 名 採 取 行

動 ， 亦 已 構 成 《 基 本 法 》 第 一 百 零 五 條 所 指 的 徵 用 。 上 訴 法 庭 認 為 ， 有

一 點 已 獲 廣 泛 確 認 ， 就 是 某 行 為 如 對 財 產 的 用 途 造 成 不 利 影 響 ， 即 使 未

至 於 構 成 正 式 徵 收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仍 可 恰 當 地 視 為 徵 用 ， 受 影 響 的 人 因

而 有 權 獲 得 補 償 。 為 確 定 是 否 構 成 徵 用 ， 法 庭 會 考 慮 事 情 的 實 質 而 非 形

式 。 在 沒 有 正 式 徵 收 的 情 況 下 ， 是 否 構 成 事 實 徵 用 財 產 這 個 問 題 必 然 須

視 乎 個 別 案 件 而 定 ， 屬 事 實 與 程 度 的 問 題 ： “一 般 的 規 則 最 低 限 度 是 ，

                                                      

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1990 年 6 月 28 日通過以下決定：“……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法律委員會主持審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英譯本為

正式英文本，和中文本同樣使用；英文本中的用語的含義如果有與中文本有出入的，

以中文本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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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財 產 可 予 一 定 程 度 的 管 制，不 過，如 管 制 程 度 過 大，會 被 視 為 奪 取。”  

(第 1 6 至 1 9 段 )  

1 0 .  就 以 上 關 於 某 規 例 或 其 他 政 府 行 為 何 時 會 被 視 為 過 分 的 問 題，上 訴

法 庭 在 縱 覽 歐 洲 人 權 法 庭 和 美 國 法 院 的 法 理 學 文 獻 之 後 裁 定 ， 就 確 立 獲

得 補 償 的 權 利 而 言 ， 事 實 徵 用 涉 及 移 除 或 禁 止 有 關 財 產 的 一 切 有 意 義 的

用 途 或 一 切 有 利 可 圖 的 經 濟 用 途 (判 詞 第 1 9 至 2 5 段 )。 就 此 而 言 ， 上 訴

法 庭 在 判 詞 第 2 1 段 引 述 並 贊 同 M u l c a h y 編 著 的 H u m a n  R i g h t s  a n d  C i v i l  

P r a c t i c e 一 書 中 有 關 歐 洲 法 庭 處 理 事 實 徵 用 問 題 的 方 法 ， 上 訴 法 庭 所 引

述 的 摘 要 如 下 (原 書 第 1 6 . 7 2 段 )：  

“這 類 事 實 徵 用 只 可 在 以 下 情 況 出 現 ： 財 產 的 擁 有 權 及 用 途 受 到 實

質 干 擾 ， 而 干 擾 的 程 度 實 際 上 等 同 完 全 廢 除 擁 有 權 ， 儘 管 擁 有 人 事

實 上 仍 保 留 對 該 財 產 的 合 法 擁 有 權 。 因 此 ， 如 果 擁 有 人 被 剝 奪 使 用

其 財 產 作 任 何 有 意 義 用 途 的 權 利 ， 財 產 可 視 為 被 徵 用 。 然 而 ， 任 何

形 式 的 臨 時 或 暫 時 性 喪 失 權 利 ， 不 大 可 能 構 成 徵 用 。 同 樣 ， 如 果 干

擾 完 全 沒 有 影 響 財 產 的 價 值 ， 或 影 響 的 程 度 雖 然 嚴 重 ， 但 未 至 於 令

財 產 變 得 毫 無 價 值 ， 也 不 大 可 能 會 被 視 為 構 成 徵 用 。 因 此 ， 裁 定 構

成 事 實 徵 用 的 情 況 極 為 罕 見 ， 而 且 相 當 可 能 會 繼 續 極 為 罕 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