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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為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所訂責任而制定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研究為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訂責任

而制定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商議《 2007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修
訂附表 2)令》 (下稱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 ")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

協助 (貪污 )令》 (下稱 "《相互法律協助令》 ")的工作。  
 
 
背景  
 
2.  《聯合國反腐敗公約》(下稱 "《公約》")已獲中華人民共和國

(下稱 "中國 ")中央人民政府確認，並於 2006年 2月 12日對中國 (包括香港 )
生效。《公約》提供了一套綜合性的標準、措施及規則供締約國引用，

藉以加強打擊貪污活動的法例及規管機制。《公約》要求在公營部門

及私營機構推行預防措施及將各種貪污行為刑事化，並訂定基本原則

及架構，加強各國之間在反貪污方面的合作。  
 
3.  為了在香港履行《公約》所訂的責任，當局須制定與沒收犯

罪得益、引渡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下稱 "相互法律協助 ")有關的法

例修訂和條文。  
 
 
有關的附屬法例  
 
《逃犯 (貪污 )令》 (2007年第 100號法律公告 ) 
 
4.  《逃犯 (貪污 )令》 (下稱 "《逃犯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根據《逃犯條例》(第 503章 )第 3條作出，藉以實施《公約》第四十四

條所訂的引渡規定。《逃犯令》旨在就《公約》所訂的引渡條文，使《逃

犯條例》所列明的移交逃犯程序在香港與《公約》所關乎的香港以外

地方之間適用。該等程序受到載於《逃犯令》附表的《公約》條款所載

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  
 
5.  《逃犯令》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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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6.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章 )第 31條制定，其目的是就《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附表 2作出修訂，藉以在該附表加入《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章 )第 4(2)、5(2)、6(2)及 9(1)條所訂的罪行，以便更妥善履行《公

約》第三十一條的規定。根據有關修訂，從此等罪行得到的利益或財

產將須受到按照《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作出的限制令、押記令或

沒收令所規限。  
 
7.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並沒有明訂的生效條文。根據《釋

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20(2)條，《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在憲報刊

登當日開始生效。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貪污 )令》  
 
8.  《相互法律協助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 525章 )第 4條制定，旨在履行《公約》第四十

六及五十七條的規定。《相互法律協助令》就《公約》所訂的相互法

律協助條文，指示《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在受《相互法律協

助令》附表 2指明的變通的規限下，須於香港與《公約》所關乎的香港

以外地方之間適用。《公約》全文載於《相互法律協助令》附表 1。  
 
9.  《相互法律協助令》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

實施。  
 
 
小組委員會  
 
10.  在 2007年 6月 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了小組委員會

研究《逃犯令》。議員於 2007年 6月 8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同意由該

小組委員會同時研究《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和《相互法律協助令》。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11.  小組委員會由吳靄儀議員擔任主席，已於 2007年 10月 5日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匯報其商議《逃犯令》的工作及結果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CB(2)2764/06-07號文件 )。保安局局長已藉《〈逃犯 (貪污 )令〉 (生效日

期 )公告》，指定 2007年 12月 21日為《逃犯令》開始實施的日期。小組

委員會曾於 2007年 11月 6日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進一步討論《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令》和《相互法律協助令》。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2007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12.  小組委員會曾詢問，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 2加入

《防止賄賂條例》第 4(2)、5(2)、6(2)及 9(1)條所訂有關索取或接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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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行的建議，是否履行《公約》所訂沒收規定的必要措施；《防止

賄賂條例》第 12條所訂的復還令，與《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例》第 8條
所訂的沒收令有何不同；以及在執行根據《防止賄賂條例》第 12條發

出的命令方面曾否遇到困難。  
 
13.  政府當局解釋，按照《公約》第三十一條，各締約國須在其

本國法律制度的範圍內盡最大可能採取措施，以辨認、追查、凍結、

扣押及最終沒收賄賂所得利益。根據香港的法律制度，《有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已就凍結、扣押及沒收犯罪得益訂定條文。香港特別行

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可向法庭申請運用上述權力，處理從《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 2所列罪行得到的利益。然而，《有組織及嚴

重罪行條例》附表 2只加入了《防止賄賂條例》第 4(1)、5(1)、6(1)及 9(2)
條所訂有關提供賄賂的罪行，但《防止賄賂條例》第 4(2)、 5(2)、 6(2)
及 9(1)條所訂有關索取或接受賄賂的罪行，則沒有包括在內。  
 
14.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12條，任何

犯賄賂罪行的人，可被命令向有關的人或公共機構 (即被定罪者的主事

人 )交出所收取的利益款額或價值。不過，根據該條文作出的復還令屬

民事命令，可由被定罪者的主事人而不一定由香港特區政府執行。因

此，《防止賄賂條例》第 12條沒有提供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相同的沒收得益工具。建議的法例修訂令香港能夠更妥善履行《公約》

第三十一條所訂的沒收財產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可根據《有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向法庭申請限制令、押記令及沒收令，以凍結、扣押及

沒收從索取或接受賄賂得到的利益或財產，而無需使用《防止賄賂條

例》第 12條所訂屬民事性質的命令。  
 
15.  關於沒收令及復還令的主要不同之處，政府當局的解釋如

下 ⎯⎯   
 
(a) 可藉沒收令追討的最高款額，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第 2(6)條所界定的被定罪者從有關罪行取得的利益的

價值。如屬賄賂罪行，所述價值可包括被定罪者收取的

利益所衍生的利息或利益。因此，藉沒收令沒收的款額

可能大於藉復還令追討的款額，因後者只限追討所收取

利益的價值。假如貪污罪行在案發多時之後才被揭發，

被定罪者已運用賄款一段時間，則特別有可能出現沒收

令沒收的款額大於藉復還令追討的款額的情況；  
 
(b) 不論香港特區政府是否被定罪者的主事人，它都是沒收

令的受益人；  
 
(c) 一旦發出沒收令，被定罪者必須在法庭根據《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第 13(1)(a)(i)及 13(1A)條指定的期間 (通常

不超過 6個月 )內予以遵從，否則法庭會根據《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第 13(1)(a)(i i)條，下令將被定罪者監禁。

不過，服監禁刑罰並不表示被定罪者可免遵從沒收令的

規定。如被定罪者仍不遵從該命令，法庭會委任接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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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定罪者的財產變現，以符合沒收令的規定。此外，

如被定罪者在限期過後才遵從命令的規定行事，法庭亦

會就沒收令的所涉款額累算利息；及  
 
(d) 由於《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訂的沒收制度以定罪

作為基礎，法庭只可向干犯指明罪行而被定罪的人作出

沒收令。法庭就刑事罪行裁定是否罪名成立時，會採用

無合理疑點的舉證準則作出決定。可是，在裁定憑藉沒

收令追討的款額時，法庭會採用要求較低的衡量相對可

能性的舉證準則。此外，被定罪者如擬提出沒收令的所

涉款額超逾其可變現財產的價值，因而未能繳付有關款

額，他便須承擔舉證責任以證實有此情況，而衡量相對

可能性的舉證準則亦對他適用。  
 

16.  政府當局亦表示，執行復還令的費用將由主事人支付，而主

事人不一定是政府。因此，在政府並非主事人的個案中，執行有關命

令與否將取決於主事人的態度。根據律政司和廉政公署 (下稱 "廉署 ")
的經驗，主事人通常不會執行命令，除非他有信心無需花費巨款而可

在短時間內獲得理想結果。在過去 3年，法庭曾就 75宗私人機構貪污檢

控個案作出復還令。廉署的紀錄顯示，在 17宗此類個案中，被定罪者

並無遵從有關命令。  
 
17.  政府當局解釋，雖然可藉復還令命令被裁定賄賂罪名成立的

人交出所收取的利益款額，但此項命令須由被定罪者的主事人執行，

而主事人不一定是政府，因此在執行上可能有困難。此外，與沒收令

相比，復還令可追討的最高款額相對較低，舉證準則卻相對較高。因

此，復還令與沒收令的作用並不相同。為了更有效履行《公約》第三

十一條所訂的沒收規定，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在《有組織及嚴重罪行

條例》附表 2加入《防止賄賂條例》第 4(2)、 5(2)、 6(2)及 9(1)條所訂有

關索取或接受賄賂的罪行。  
 
18.  涂謹申議員關注到《有組織及嚴重罪行令》對被定罪者的主

事人 (並不是政府 )權益的影響，因為政府可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

例》第 8條申請作出沒收令。  
 
19.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的政策是讓刑事個案受害人申索補償。

雖然政府不會介入其事，但會向法院申請作出命令以保留有關資產。

控方會在審訊即將結束而有可能作出定罪時，聯絡可作出以之作為受

益人的復還令的主事人。若主事人不擬執行該復還令，政府當局會確

保訂有條文，防止被裁定觸犯貪污罪行的人從犯罪得益受惠。當局繼

而會申請沒收有關資產。  
 
20.  政府當局已證實，《防止賄賂條例》第 4(2)、5(2)、6(2)及 9(1)
條所訂有關索取或接受賄賂的罪行，是當局需要在《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附表 2加入的僅有貪污罪行，以便更妥善履行《公約》所訂的

沒收規定。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會在動議有關《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令》的議案時述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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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小組委員會曾詢問，《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對現行的相互

法律協助和移交逃犯協定有何影響，以及尚未與香港締結相互法律協

助協定的司法管轄區，可否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例》附表 2的擬

議修訂要求提供相互法律協助。  
 
22.  政府當局解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的目的是在《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 2，加入《防止賄賂條例》第 4(2)、5(2)、6(2)
及 9(1)條所訂有關索取或接受賄賂的罪行，使香港特區政府得以按《公

約》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向法庭申請沒收該等罪行的得益。這並不會

影響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任何現有雙邊相互法律協助或移交逃

犯協定的施行，香港及該等司法管轄區有責任繼續按照有關協定的規

定相互提供協助。《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亦不具有使《公約》任何

締約國可向香港尋求相互法律協助的效力。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貪污 )令》  
 
23.  小組委員會曾詢問《相互法律協助令》如何實施《公約》所

訂的相互法律協助條文，以及把《公約》納入該命令的效力為何。  
 
24.  政府當局解釋，《公約》第四十六及五十七條要求締約國就

《公約》所訂的罪行，為彼此提供最廣泛的相互法律協助，以及使締

約國的主管機關按另一締約國的請求行事時，可發還所沒收的財產。

第四十六條第二十七款特別訂明，對於同意到請求締約國領域就某項

訴訟作證的人，不應因其離開被請求締約國領域之前的作為、不作為

或定罪而在請求締約國領域內對其起訴、羈押、處罰，或使其人身自

由受到任何其他限制。如該人已經得到司法機關不再需要其到場的正

式通知，而在作出通知之日起連續 15天內或在締約國商定的任何期限

內，有機會離開但仍自願留在請求締約國領域內，或在離境後自願返

回，上述安全保障即不再有效。《相互法律協助令》把《公約》載於

附表，訂明就《公約》所訂的相互法律協助條文，《刑事事宜相互法

律協助條例》在附表 2指明的變通的規限下，在香港和《公約》的締約

國之間適用。附表 2指明的變通旨在實施《公約》第四十六條第二十七

款的規定。《相互法律協助令》並沒有實施《公約》其他不關乎相互

法律協助的條文的效力。  
 
25.  政府當局表示，《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條例》第 4(2)條訂明，

除非相互法律協助的安排在實際程度上符合《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

條例》的條文，否則不得作出命令。《公約》所訂的相互法律協助安

排符合此一要求。《公約》第四十六條第十七款訂明，相互法律協助

請求應根據被請求締約國的本國法律執行。在所有與其他司法管轄區

簽訂的相互法律協助雙邊協定中，均已實施與上述安全保障期有關的

類似變通。  
 
結論  
 
26.  小組委員會支持《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令》和《相互法律協助

令》。政府當局會重新作出動議有關議案的預告，請求立法會通過該

兩項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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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7.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1月 15日  



附錄 

 

 
 

研究為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訂責任而制定的 

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吳靄儀議員  
 
 

委員  
 
 

涂謹申議員  
楊孝華議員 ,  SBS, JP 
劉江華議員 ,  JP 
 
 
(合共 :  4位議員 ) 

  
 

秘書  
 
 

湯李燕屏女士  

法律顧問  
 
 

曹志遠先生  

日期  2007年 6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