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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2 年 6 月 6 日  
 

 
總目 80－司法機構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由即日起，在司法機

構轄下的土地審裁處開設下述常額職位－  

 
1 個區域法院法官職位  

(司法人員薪級第 13 點 ) ( 148 ,700 元至 157 ,600 元 )  

 
1 個土地審裁處成員職位  

(司法人員薪級第 12 點 ) ( 127 ,900 元至 135 ,800 元 )  

 

 
問題  

 
 司法機構轄下的土地審裁處 (下稱「審裁處」)需要額外的司法人手，

協助應付因根據《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第 545 章 ) (下稱

「《條例》」 )提交審裁處的強制土地售賣申請數目上升而增加的工作

量。  

 

 
建議  

 
2 .  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指示，司法機構政務長 (下稱「政務長」 )

作為司法機構的管制人員，建議在審裁處開設 1 個區域法院法官職位

及 1 個土地審裁處成員職位，以處理增加的案件數量。發展局局長支

持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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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3 .  隨着《土地審裁處條例》 (第 17 章 )的制定，審裁處在 1974 年 10 月

開 始 運 作 。 審 裁 處 是 處 理 與 土 地 事 宜 有 關 的 指 定 類 別 案 件 的 專 責 法

庭。審裁處具有司法管轄權，可以審理和判定下列幾大類案件－  

 
( a )  《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 (第 7 章 )或普通法下的收回管有權

案件；  

 
( b )  建築物管理案件；  

 
( c )  與差餉和地租有關的上訴；  

 
( d )  補償案件；以及  

 
( e )  強制土地售賣案件。  

 
4 .  審裁處由一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擔任土地審裁處庭長

1、兩位

區域法院法官擔任審裁處法官，以及一位本身為土地估價測量師 2的人

士擔任審裁處成員。在行使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時，審裁處法官具有

司法管轄權，可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裁定任何申索或任何法律程

序。他們主要處理所有根據《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提出的收回管有

權申請、與建築物管理有關的案件及其他相關法律事宜，並審理所有

非正審申請和由內庭處理的申請。審裁處成員則專責審理租賃案件、

差餉和地租上訴案件，以及根據《房屋條例》 (第 283 章 )就所評定的物

業市值提出的上訴案件。就補償和強制土地售賣案件而言，這些案件

通常由審裁處法官會同成員審理。如有關案件的爭議點只涉及物業估

值而沒有任何法律觀點的爭議，審裁處成員可單獨審理有關案件。  

 

                                                 
1  由於土地審裁處庭長一般由原訟法庭法官擔任，他日常不會審理土地審裁處的案件。
不過，如有需要，他可單獨或會同土地審裁處成員審理土地審裁處案件。  

2  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多個範疇的專業人士均合資格獲委任為土地審裁處成員。

該職位通常由測量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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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條例》在 1998 年制定，並在 1999 年 6 月實施。根據《條例》

第 3 ( 1 )條的規定，任何人士擁有某地段的不分割份數中不少於 90%的

不分割份數可向審裁處申請作出一項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整個地段

所有不分割份數的命令。為了加快市區重建的步伐以解決市區老化引

致的問題、改善破舊樓宇居民的居住環境，以及釋放珍貴土地資源的

潛力，以配合香港不斷轉變的經濟需要，政府在 2010 年 1 月於憲報刊

登《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 (下稱「《公

告》」 )，指明就以下三類地段提出強制土地售賣申請時，可採用擁有

該地段不少於 8 0 %  的不分割份數的較低申請門檻－  

 
( a )  地段上每個單位各佔該地段所有不分割份數的 10%以上；  

 
( b )  地段上所有建築物的樓齡均達 50 年或以上；以及  

 
( c )  地 段 並 非 位 於 工 業 地 帶 ， 而 地 段 上 所 有 建 築 物 均 屬 樓 齡 達

30  年或以上的工業建築物。  

 
《公告》經立法會審議後，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土地審裁處日增的工作量  

 

 
附件1 

6 .  儘 管 在 過 去 3 年 ， 審 裁 處 處 理 的 其 他 類 別 案 件 的 數 目 維 持 平 穩

(見附件 1 )，然而，自《公告》在 2010 年 4 月 1 日生效以來，提交審裁

處的強制土地售賣申請數目卻大幅增加。在 2010 年 4 月至 2012 年 4 月

期間，審裁處共收到 105 宗強制土地售賣申請，而在《公告》生效前，

即在 1999 年 6 月至 2010 年 3 月期間，則有 65 宗申請。換句話說，有

關申請案件的數目由以往平均每兩個月 1 宗增至平均每個月 4 . 2 宗。

在 2 0 0 9 年 1 月至 2 0 1 2 年 4 月 期 間 提 出 及 已 審 理 的 強 制 土 地 售 賣 申

請的分項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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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0% 門檻  

提出的申請數目

根據 80% 門檻  

提出的申請數目 申請總數  

年份  

提交的

申請  

數目  

已審理

的申請

數目  

提交的

申請  

數目  

已審理

的申請

數目  

提交的

申請  

數目  

已審理

的申請

數目  

2 0 0 9  8  5  -  -  8  5  

2010  17  6  4  0  21  6  

2011  24  7  22  2  4 6  ( 2 )  9  

2012  
( 1 月至 4 月 )  

9  3  30  0  3 9  ( 2 )  3  

 
註：  括號内數字顯示由受強制土地售賣影響的租客根據《條例》提出

裁定租客賠償的相關案件數目。  

 
此外，案件數目的增幅有上升的趨勢。在 2012 年首 4 個月內，有 39  宗

強制土地售賣申請及 2 宗相關案件提交審裁處審理。雖然強制土地售

賣申請和相關案件的實際數目，並非佔過去三年提交審裁處處理的案

件總數的大部分，但上升趨勢十分明顯。我們認為有需要加強審裁處

處理案件的能力，使強制土地售賣申請案件可在合理的等候時間內獲

得審理，並且不會影響由審裁處審理的其他類別案件的聆訊時間表。  

 
7 .  強制土地售賣申請及相關案件對審裁處的法庭審理案件時間造成

顯著影響，就《條例》下的法律程序而言，審裁處在收到排期審訊的

申請後，在切實可行情況下會在 30 個工作天内，安排由排期法官 3(或

當他缺席時，由另一法官 )進行指示聆訊，以便作出指示。法官在進行

指示聆訊時，會查明訴訟各方是否已履行所有有待完成事項。此外，

如案件準備就緒可以進行審訊，法官會指示應由兩位審裁處法官其中

一人會同審裁處成員審理案件，抑或由審裁處成員單獨審理案件。  

 

                                                 
3 負責為案件排期的土地審裁處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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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與收回管有權及其他類別的案件比較，處理強制土地售賣案件需

要更多司法資源。有關工作包括聆訊準備、指示聆訊 (以確定訴訟各方

之間的爭論點，並向各方作出準備案件審訊的指示，例如頒令存檔及

送達專家報告、證人陳述書及有關文件，以及為案件編排審訊日期及

探討調解的可能性 )、非正審申請 (以考慮替代送達申請、免除送達申

請、委任某人代表已去世答辯人的遺產、延期存檔及送達有關文件等

爭論點 )、實際審訊和撰寫判決書。  

 
9 .  根據《條例》的規定，審裁處須信納地段理應重建，以及裁定有

關地段的現有用途的價值及拍賣底價等，因此申請人必須提交樓宇狀

況勘測報告、樓宇結構報告及估價報告等專家報告以支持其申請。如

果答辯人對這些報告有爭議，他亦會自行傳召專家，並提交由其專家

所撰寫的報告，以反對申請人的申請。由於這些報告一般篇幅頗長，

審裁處需花大量時間審閲。即使答辯人不反對申請人的申請，審裁處

仍需審閲申請人所提交的報告，以決定有關申請是否已符合各項法定

要求，並裁定拍賣底價。這類案件一般需要作出書面判決，以便向訴

訟各方說明判決的詳細理由，以及解釋現有用途的價值及拍賣底價是

如何釐定的。這類案件亦需由審裁處法官會同審裁處成員作出裁決。

因此，審裁處須花上更多時間為這些案件作準備、進行聆訊及作出裁

定。再者，由於審裁處法官和審裁處成員通常須在同一時間處理強制

土地售賣的案件，因此，當審裁處聆訊一宗強制土地售賣申請時，審

裁處所有其他類別的案件均只由餘下的唯一一位法官處理。強制土地

售賣案件數量的增加，難免對審裁處的人手資源加添壓力。  

 
10 .  下表列出自 2009 年起，編排由審裁處法官及／或成員審理的強制

土地售賣案件數目－  

 

年份  
已編排審訊  

日期的案件  

編排由法官會同  

審裁處成員審理的案件

編排由審裁處成員  

單獨審理的案件  

2009  7  5  2  

2010  8  5  3  

2011  21  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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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更重要的是，由於強制土地售賣案件 (一如審裁處審理的所有其他
補償案件 )幾乎一律涉及對估值的爭議，因此審裁處成員與審裁處法官
需要花大量時間撰寫該等案件的判決書，這進一步令人手緊絀的情況

加劇，因為現時在土地審裁處編制內，只有一位審裁處成員負責處理

所有強制土地售賣案件。  

 
 
在土地審裁處增設司法職位的需要  

 
12 .  審裁處自 1994 年起並無開設任何司法人員常額職位。為了紓緩人
手短缺的情況，當局自 2011 年 9 月起作出一項臨時安排，委任一位暫
委成員負責處理審裁處的案件。此外，當局自 2011 年 10 月起，從區
域法院暫時調配一位區域法院暫委法官負責審理審裁處的案件。在委

任這些人員後，審裁處人手緊絀的情況已穩定下來，而對其他類別的

案件的輪候時間所造成的壓力亦已紓緩。不過，這項臨時安排會影響

司法機構的其他服務，因此不能長期採用。開設司法人員常額職位是

解決現時人手短缺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法。  

 
13 .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仍有 55 宗強制土地售賣案件有待排期審
理，而預期強制土地售賣申請數目仍有上升的趨勢，因為本港的樓宇

不斷老化，會有更多舊樓已屆其設計使用年限。因此，政務長經過仔

細考慮後，認為應開設新常額職位以處理審裁處增加的工作量，把有

關臨時調配人手安排常規化。  

 
14 .  我們建議開設 1 個區域法院法官職位 (職銜定為土地審裁處法官 )
及 1 個土地審裁處成員職位 (職銜定為土地審裁處成員 )。為了 有效運

用司法資源及確保可繼續靈活編排日後審裁處的聆訊，政務長認為，

擬設的 2 個首長級司法人員職位不應只專責應付強制土地售賣申請的
聆訊。儘管如此，預期 2 個擬設職位將有助強制土地售賣案件適時獲
得審理及審結。  

 
附件2和 
附件3 

15 .  2 個司法人員職位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2 和附件 3。  

 
 
增設非首長級職位  

 
 
 
 
附件4和 
附件5 

16 .  當局將會按照既定機制開設共 4 個非首長級職位，即兩組支援人
員，每組由 1 名司法書記及 1 名助理文書主任組成，以便為擬議的區
域法院法官及土地審裁處成員提供所需支援。審裁處的建議組織圖載

於附件 4 和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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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17 .  政務長曾審慎研究上文第 12 段所述的現有臨時調配安排可否長期

維持審裁處的服務，但認為並不可行。她認為開設 2 個擬議司法人員

常額職位是解決現時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法。  

 
18 .  除了作出臨時調配安排外，當局亦曾考慮可否把獲廣泛鼓勵採用

的調解程序，作為把強制土地售賣案件提呈審裁處審訊的另一選擇。

由土地審裁處庭長發出的實務指示 (LTPD：CS No. 1/2011)，在 2011 年 2 月

15 日起生效。該實務指示詳載把調解應用於所有強制土地售賣案件的

安排。根據該實務指示，審裁處在考慮是否發出批准強制土地售賣申

請的命令以及如何行使酌情權裁定訟費時，會將任何訴訟人士不合理

地不參與調解作為一項考慮因素。在 2011 年 2 月 1 5 日至 2 0 1 2 年 4  月

30 日期間，審裁處已審理 12 宗強制土地售賣申請，當中 6 宗曾嘗試進

行調解，但只有 1 宗屬部分成功 4。鑑於有關實務指示只實施了一年，

依賴調解作為建議增設司法人員及支援人員職位的其他方法，實屬言

之過早。  

 

 
對財政的影響  

 
19 .  按薪級中點估計，擬設 2 個司法人員常額職位所需增加的年薪開

支為 3 ,420 ,000 元，詳情如下－  

 

 

 

按薪級中點  

估計的年薪開支  

(元 )  

 
職位數目  

區域法院法官  

(司法人員薪級第 13 點 )  
 1 , 837 ,800   1   

土地審裁處成員  

(司法人員薪級第 12 點 )  
 1 , 582 ,200   1   

總計  3 , 420 ,000   2   

 
所需增加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則

為 5 ,247 ,000 元。  
                                                 
4 就該宗案件，在 6名答辯人中，有 1名曾嘗試進行調解，並 終與申請人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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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按薪級中點估計，開設 4 個非首長級職位所需增加的年薪開支為
1 ,022 ,520 元，而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
則為 1 ,455 ,000 元。  

 
21 .  我們已在 2 0 1 2 - 1 3 年度的預算內預留足夠款項，支付這項建議的開
支，並會在其後年度的預算內反映所需資源。  
 
 
公眾諮詢 

 
 
 
 
 
 
附件6 

22 .  我們已在 2012 年 4 月 1 7 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這項
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及其他事務委員會

的部分委員也列席該次會議。委員普遍支持開設 2 個司法人員職位的建
議。委員要求司法機構就強制土地售賣案件審訊前完成各項必要程序及

完成審訊所需的平均時間，以及建議開設 2 個司法人員職位預期會帶來
的改善，提供補充資料，有關資料載於附件 6。  
 
 
編制上的變動 

 
23 .  過去兩年，司法機構在編制上的變動如下－  
 

職位數目  

編制  
(註 )  

目前情況  
(2012 年  

5 月 1 日 )  

2012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11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10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A  1 8 5 * ^ 1 8 5 *  1 8 5 *  1 8 5 *  

B  1 6 8 #  1 6 6 #  1 5 8 #  1 5 7 #  

C  1  3 2 4  1  2 9 8  1  2 9 1  1  3 0 1  

總計  1  6 7 7  1  6 4 9  1  6 3 4  1  6 4 3  

 

註：  

A －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  

B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C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  包括 179 個法官及司法人員職位  

^  －  截至 2012 年 5 月 1 日，共有 41 個懸空的首長級法官及司法人員職位，而

31 個有關職位的司法職務則由從司法機構以外委任的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

執行。填補法官及司法人員職位空缺的招聘工作正在進行中。  

#  －  包括 11 個特委裁判官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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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24 .  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表示，如開設上述職位，有

關職位的建議職級是恰當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展局  

司法機構政務處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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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審裁處審理的案件數目  

 

 

案件類別  2009  2010  2011  

收回管有權案件  4  347  4  592  4  457   

建築物管理案件  394  340  407  

上訴案件  274  335  239  

補償案件  17  12  15  

強制土地售賣案件  8  2 1  4 6 ( 2 )  

雜項程序  6  10  4  

總數  5  0 4 6  5  3 1 0  5  1 6 8 ( 2 )  

 
註：  括號内數字顯示由受強制土地售賣影響的租客根據《條例》申請

就租客賠償作出裁定的相關案件數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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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審裁處法官  

擬議職責説明  

 

 
職級   ：區域法院法官 (司法人員薪級第 13 點 )  

 
直屬上司：首席區域法院法官 (司法人員薪級第 15 點 )  

 

 
主要職務和職責－  

 
負責聆訊及裁定土地審裁處在《土地審裁處條例》 (第 17 章 )所定的司

法管轄權内的事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C ( 2 0 1 2 - 1 3 ) 7 附件 3  

 
土地審裁處成員  

擬議職責説明  

 

 
職級   ：土地審裁處成員 (司法人員薪級第 12 點 )  

 
直屬上司：首席區域法院法官 (司法人員薪級第 15 點 )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聆訊及裁定土地審裁處在《土地審裁處條例》 (第 17 章 )所定的司

法管轄權内的事宜，但不包括法律論點，後者一般由法官裁定。  

 
2 .  就單獨審理的案件，撰寫列明裁決理由的判決書；就與庭長和／

或法官一同審理的案件，協助撰寫列明裁決理由的判決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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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審裁處建議組織圖  

－ 法官及司法人員  

 

 

 庭長 (原訟法庭法官 )   

    

    
2+  1  法官 (區域法院法官 )  1+  1  土地審裁處成員  

 

 擬議開設的新職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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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審裁處建議組織圖  

－ 支援人員  

 

 

 總司法書記 (總司法書記 )  

    

 排期主任 (高級一等司法書記 )  

      

 高級二等司法書記 (高級二等司法書記 )  

      

      
法庭支援  登記  會計部  

   
2+  1  法官的書記  

(司法書記 )  

1 登記處主管  

(文書主任 ) 

1 會計文員  

(助理文書主任 ) 

      
1+  1  土地審裁處成員  

的書記  

(司法書記 ) 

7 登記處文員  

(助理文書主任 ) 

1 收銀員  

(助理文書主任 )  

 

     
3+  2  土地審裁處法官  

及成員的傳達員  

(助理文書主任 ) 

3 登記處助理  

(文書助理 ) 

 

    

 1 辦公室助理  

(辦公室助理 ) 

 

 

 

 擬議開設的新職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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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土地審裁處開設司法人員職位  

關於強制土地售賣案件的補充資料  

 

 
目的  

 
 本摘要旨在提供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 2012 年 4 月 17 日會議

上所要求的補充資料。下述補充資料涵蓋處理強制土地售賣申請程序

的各個不同階段，以及各個階段所需的時間。  

 

 
處理強制土地售賣申請的程序  

 
2 .  一般而言，強制土地售賣申請中的訴訟各方必須經過下述幾個主

要階段。  

 
 第 I 階段：由提交申請至排期審訊  
 
3 .  申請人如欲根據《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 (第 545 章 )

第 3 ( 1 )條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土地售賣命令，必須向土地審裁處司

法常務官提交 (符合表格 32 格式的 )申請通知書。然後，申請人必須﹕  

 
( a )  在提交申請通知書後 7 天內，安排將申請通知書的副本送達

有關土地的每名少數份數擁有人；  

 
( b )  在提交申請通知書後 7 天內，按《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 章 )

的規定，於土地註冊處註冊該申請通知書；以及  

 
( c )  在提交申請通知書後 7 天內，安排將第 545 章附表 1 第 2 部

所指明的中、英文版本的通告張貼在有關土地，並刊登於一

份中文報章和一份英文報章之内。  

 
4 .  此外，申請人必須在上述步驟完成後 3 天內，向審裁處司法常務

官提交送達申請通知書的誓章 (如上文第 3 ( a )段所述 )、註冊申請通知書

的誓章 (如上文第 3 ( b )段所述 )、張貼通告的誓章及刊登通告的誓章 (如

上文第 3 ( c )段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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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答 辯 人 如 欲 反 對 有 關 申 請 ， 必 須 於 申 請 通 知 書 送 達 予 他 ／ 她 後

21  天內，向審裁處司法常務官提交 (符合表格 33 格式的 )反對通知書，

並把反對通知書的副本送達申請人。在該 21 天的限期完結後，申請人

便可提交 (符合表格 31 格式的 )排期聆訊申請書。  

 
6 .  土地審裁處在收到排期審訊的申請後，在切實可行情況下會在 30 個

工作天内，安排由排期法官 (或當他缺席時，由另一法官 )進行指示聆

訊。法官在進行指示聆訊時，會確定訴訟各方之間尚未解決的爭論點，

並向訴訟各方作出準備案件審訊的指示，例如頒令存檔及送達專家報

告、證人陳述書及有關文件，以及為案件編排審訊日期，並探討進行

調解的可能性。在此之前及在此期間，審裁處或會進行非正審聆訊，

以考慮替代送達申請、免除送達申請、委任某人代表已去世答辯人的

遺產、延期存檔及／或送達有關文件等有關事宜。  

 
7 .  第 I 階段所需時間的長短會按每宗案件而有所不同，視乎案件的複

雜程度、訴訟各方準備專家報告的進度，以及考慮調解所需的時間等

因素而定。由提交申請至排期審訊所需的時間可以頗長，尤其若案件

需要進行較多次的非正審聆訊，又或訴訟各方無律師代表，所需時間

會更長。儘管如此，訴訟各方通常經過一次或兩次的指示聆訊／非正

審聆訊後，便可以進入排期審訊程序。  

 
8 .  就 2011 年提呈的強制土地售賣申請而言，由提交申請至排期審訊

所需的時間，包括進行非正審聆訊和指示聆訊的時間，平均為 1 6 3 天，

當中大部分為訴訟各方準備案件審訊所需的時間。  

 
 第 I I 階段：由排期至審訊  
 
9 .  就民事案件而言，包括強制土地售賣案件在内，由排期到審訊日

期，即由案件已準備就緒可以進行審訊至審訊日之間的時間，視爲案

件的輪候時間。案件的輪候時間，可用以評估處理案件的行政效率。

換言之，案件的輪候時間可用以評估司法資源及其他支援的投放是否

足夠，輪候時間的長短，是在司法機構本身控制範圍内，與訴訟各方

無關；這階段與第 I 階段的準備工作不同，第 I 階段所需時間的長短，

主要取決於訴訟各方在準備工作上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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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就土地審裁處的強制土地售賣案件而言，自土地審裁處在 2011 年

9 月委任一位暫委成員，以及在同年 10 月把一位區域法院暫委法官由

區域法院臨時調配到土地審裁處後，案件由排期至審訊的平均輪候時

間已經縮短。案件的輪候時間由 49 天 ( 2 0 1 1 年 1 月至 8 月期間 )縮短至

41  天 ( 2 0 1 1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 )，即縮短了 1 6 %。在 2012 年首 4 個月，

輪候時間進一步縮短至 28 天，即較 2011 年 1 月至 8 月的輪候時間減

少了 43%。  

 
 第 I I I 階段：審訊  
 
11 .  在 2011 年，審訊一宗強制土地售賣案件需時約 1 至 6 天。如案件

由一位土地審裁處法官會同一位土地審裁處成員進行審訊，所涉及的

司法資源將會增加一倍。  

 

 
其他觀察結果  

 
12 .  上文第 10 段所述臨時增加司法人手的安排，不僅縮短了強制土地

售賣案件的平均輪候時間，亦紓緩了處理其他類別案件的人手壓力。

在未投放上述短期司法資源之前，每當土地審裁處聆訊強制土地售賣

案件時，審裁處通常僅餘一位法官負責處理所有其他類別的案件。其

他類別案件的聆訊時間表因而亦受到影響。經委任審裁處暫委成員和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後，情況已有所改善。  

 
13 .  由於上述調配安排並非長遠之策，因此我們認爲有需要開設建議

的新常額職位，把臨時調配安排常規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