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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擄拐兒童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在 2014 年 1 月 21 日和  
2014 年 2 月 11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本文件旨在對《 2013 年擄拐兒童法例 (雜項修訂 )條
例草案》 (條例草案 )委員會在 2014 年 1 月 21 日和 2014 年
2 月 11 日會議上所提出的事項作出回應。視乎委員的進一
步意見，我們會就條例作出有關修訂，作為條例草案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父母擄拐子女行為刑事化  
 
2.  關於《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 (第 512 章 ) (下稱《條
例》 )擬議第 15(3)條，有委員要求當局重新考慮應否把父母
擄拐子女的行為訂為刑事罪行。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在
提出報告書所載的建議前，考慮過有關防止把兒童帶離香

港的現行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 1，包括《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 2、《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 212 章 ) 3 和《保護兒
童及少年條例》 (第 213 章 ) 4 的相關條文，並指出根據普通
法，父親或母親都可因綁架子女及非法禁錮而被定罪 5。法

改會亦引用英國上議院在 R訴 D  一案 6 的判詞，指“這些
父母 [搶走自己子女，視關乎其管養或照顧和管束事宜的法
院命令如無物 ]的行為，一般而言應作藐視法庭罪處理，而

                                                 

1  法改會《國際性的父母擄拐子女問題報告書》第二章  
2 《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第 126(1)條訂明，“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將
一名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未婚女童，在違反其父母或監護人的意願的情況下，從
其父母或監護人的管有下帶走，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10
年”。  

3 《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 212 章 )第 43(1)條訂明，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非法引走、
帶走……任何 14 歲以下的兒童，意圖剝奪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合法照顧、看管
該兒童的人對該兒童的管有……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 7
年 ”，但須視乎有否附帶條文而定。   

4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第 213 章 )第 26 條訂明， “任何人將任何兒童或少年從
其父母或對其有合法照顧或監督權的人的管有下非法地帶走或導致其被帶走，而

此舉違反其父母或對其有合法照顧或監督權的人的意願，即犯有可循公訴程序定

罪的罪行，可處監禁 2 年。 ”  
5  法改會報告書第 2.27 段  
 
6 [1984] 1  AC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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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作為刑事檢控的對象來處理。”法改會不認為以普通

法綁架罪檢控父母是有效的做法，但公然違法的個案除外
7。至於其他罪行，法改會認為以檢控方式去處理因父母之

間的糾紛而引起的擄拐兒童個案，顯然不是有用或適當的

做法 8；又或者如果兒童是自願跟隨擄拐他的父或母，檢控

亦可能有困難 9。法改會的看法是，假如帶走兒童的人是其

父母其中一方，則刑事法所能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 10。  
 
3 .  在法改會的《監護權和管養權諮詢文件》中，法改會

建議父母擄拐子女行為不應依循聯合王國的《 1984 年擄拐
兒童法令》刑事化，有關條文指 “ . . . . . .與一名 16 歲以下兒童
有關連的人，如未經適當同意而將該名兒童帶離或送離聯

合王國，即屬犯罪。”。在進行公眾諮詢後，法改會在報

告書內重申父母擄拐子女行為不應如此刑事化，並提出其

他建議以令試圖把兒童帶離香港之舉不能成事。我們同意

法改會的看法。《條例》擬議第 15 條讓相關人士可申請禁
止離境令以禁止把兒童帶離香港，而《條例》第 20 條則擬
議 賦 權 有 關 人 員 羈 留 即 將 被 帶 離 的 兒 童 ， 這 是 合 宜 的 措

施，可防止該兒童被帶離適當人士。就如其他法院命令一

樣，違反禁止離境令可能構成藐視法庭罪，懲處方式由罰

款至監禁不等。  
 
制訂條文賦權原訟法庭更改根據《條例》作出的命令  
 
4 .  助理法律顧問和委員提議加入新條文，指明賦權原訟

法庭更改、暫時撤銷或解除根據《條例》擬議第 15 至 18
條作出的命令。經參照其他婚姻條例中具有相類似效力的

條 文 及 在 徵 詢 司 法 機 構 的 意 見 後 ， 我 們 同 意 加 入 授 權 條

文，賦權相關法庭更改、暫時撤銷或解除根據《條例》第

15 和 18 條所作出的禁止離境令和反映令，以便當情況有關
鍵性的改變而有關一方希望法庭更改、解除或暫時撤銷早

前作出的有關命令時，《條例》可作出配合。  
 
 

                                                 

7 法改會報告書第 2.28 段  
8 法改會報告書第 2.31 段  
9 法改會報告書第 2.32 段  
10 法改會報告書第 6.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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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至於根據《條例》第 16 和 17 條所作出的追尋令和返
還令，其目的是在命令作出後，能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

追尋《國際擄拐兒童民事方面公約》 (《海牙公約》 )個案中
兒 童 的 下 落 並 尋 回 兒 童 。 我 們 不 預 期 該 等 命 令 須 予 以 更

改、解除或暫時撤銷。此外，假如雙方在進行各方當事人

之間的聆訊 11後仍可申請更改、暫時撤銷或解除這些命令的

話，擄拐一方便可能會利用這個程序以不必要地延長尋找

兒童的時間，這將有違兒童的最佳利益，並阻撓我們履行

《海牙公約》締約方的責任，即在法律程序中迅速交還兒

童的責任 12。  
 
申請禁止離境令的工作流程  
 
6.  根據《條例》擬議第 15 條，持有管養權或探視權的
任何人士，或關於該等權利的法律程序仍在待決中的任何

一方，可申請禁止離境令，以禁止有人在未經適當同意下

把兒童帶離香港。法院根據司法管轄權就兒童管養權及探

視權作出的命令，見於《未成年人監護條例》 (第 13 章 )、
《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 (第 192 章 )  、《婚姻訴訟條
例》 (第 179 章 )  和《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 (第 16 章 ) 13的

相關條文。只要該人士根據相關的婚姻條例提出離婚呈請

書，並在主訟案內申請管養令或探視令，或在沒有涉及離

婚訴訟的情況下藉發出原訟傳票申請管養令或探視令，即

使 法 院 還 未 作 出 管 養 令 或 探 視 令 ， 他 ／ 她 已 可 根 據 《 條

例》擬議第 15 條申請禁止離境令。    
 
7 .  申請人一旦向法院登記處申請禁止離境令，或禁止離

境令已由法院作出，申請人便可根據《條例》擬議第 19(3)
條把仍待決的申請或已作出禁止離境令一事通知入境事務

處 (入境處 )。若符合擬議第 20(2)條下的有關條件，獲授權

                                                 

11 我們不預期各方當事人之間的聆訊適用於返還令，因為有關命令一般會在擄拐的
父母在沒有遵照交還令把兒童帶回其慣常居住的地方，以及與兒童一同失踪時頒

布。若有關方面反對返還令，應就交還令提出上訴  
12  根據《海牙公約》第 11 條的規定，締約方有責任在交還程序開始當日起計六星
期內作出決議。處理《海牙公約》個案的高等法院法官，一直都嚴守這個時限。  

13 雖然《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 (第 16 章 )也訂有作出管養令的權力，但法改會在另
一份《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中指出，該條例在今日似乎很少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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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可羈留某兒童。概述以上各項的流程圖載於附件 A，
以供參閱。  
 
8.  至於就申請禁止離境令尋求法律援助所需的時間，據

我們理解，任何人士可透過遞交相關表格和有關經濟狀況

和案情的文件，就民事案件 (包括婚姻／離婚案件 )申請法律
援 助 。 申 請 人 如 通 過 經 濟 和 案 情 審 查 ， 便 會 獲 得 法 律 援

助。對於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目前處理的緊急案件，例如禁
制令的法律程序、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有迫切時限的案

件、與《海牙公約》相關的申請，或日後根據《條例》申

請擬提出的禁止離境令，在收到有關法律援助申請，只要

有關申請人的經濟狀況和擬提出申請案件的案情的所需資

料備妥，法援署便會即時作出決定。現時，法援署在處理

緊 急 案 件 時 ， 亦 會 在 申 請 法 律 援 助 的 同 一 天 給 予 有 關 援

助。  
 

9.  作為另一附加的保障措施，法援署署長在《法律援助

規例》 (第 91A 章 )第 7 條下獲授簽發緊急證書的權力，只
要他信納申請人相當可能符合法律援助的條件，並且信納

急切地給予申請人法律援助屬公正，即可簽發緊急證書。

就這類案件而言，申請法律援助不會妨礙提出禁止離境令

的申請。   
 
執行截停令的工作流程及安排  
 
10.  根據《條例》擬議第 20 條，如已妥為給予通知，以
及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某兒童即將或正被帶離香港，則

該 人 員 可 羈 留 該 兒 童 。 然 後 ， 有 關 兒 童 會 被 留 在 安 全 地

方，直至適當人士到達而該兒童被交還該適當人士為止。

入境處、警方和社會福利署 (社署 )已研究，並互相協調執行
截停令的工作流程及安排。有關細則將以行政指引的方式

載述，以確保部門之間作出適當協調。該指引的要點載於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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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社工參與以協助他們了解條例草案  
 
11 .  在構思實施安排和擬備相關指引時，我們已徵詢並採

納了社署轄下有關個案單位和有關服務科，及收容所經營

者的意見。在條例草案生效前，我們會為社署相關單位和

有關非政府機構的前線人員舉辦分享會和培訓課程，以協

助他們了解條例草案條文所列載的流程及程序。  
 
條例草案第 9 條  ─  《條例》擬議第 15 條  
 
12.  根據《條例》擬議第 15 條，原訟法庭獲賦權作出禁
止把兒童帶離香港的命令。由於涉及管養權或探視權的訴

訟大多在家事法庭審理，委員認為家事法庭具有處理這類

個案的專業知識，因此建議也賦予家事法庭根據《條例》

第 15 條批出命令的權力。我們在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正就
有關建議的細則徵詢司法機構的意見。  
 
條例草案第 9 條  ─  《條例》擬議第 16 條  
 
13 .  委員建議當局考慮修訂擬議第 16(2)條中 “按理可取得
的 ”中文措辭，以更好地反映英文  “may reasonably  obta in”  
的意思。在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我們建議把有關措

辭修訂為 "是可在合理情況下取得的 "。    
 
14 .  委員亦建議修訂擬議第 16(6)(b)條，以限制與該條有
關的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範圍，並對該等資料的用

途施加限制或條件。在研究英格蘭的相關法例時，法改會

注意到，下令作出披露的權力擴大至包括掌握兒童行蹤的

機 密 資 料 的 律 師 14。 法 改 會 引 述 法 院 在 Re B(Abduct ion:  
Disc losure) 15一案中提到，必須在律師對其當事人的職責、

以兒童福利為依歸的職責及遵從法院命令的職責這三者之

間取得平衡。法院的結論是，由於兒童的利益是凌駕於律

師對其所持資料的保密特權之上，所以這些資料不會有保

密特權。根據擬議第 16(2)條，某人按照追尋令須向法庭提
供的資料只限於“適用資料”，而“適用資料”的定義為

“關乎該兒童下落的資料，或攸關追尋該兒童下落的其他

                                                 

14 法改會報告書第 5.11 至 5 .12 段。  
15 [1995] 1  FLR 774,  CA 



 6

情況的資料”。我們認為，擬議第 16 條已相當清楚地界定
“適用資料”的範圍。   

 
15.  委員也關注到，相關人士可能在法院其他法律程序

(例如關乎子女管養權或探視權的法律程序 )中使用以上按照
追尋令提供予法院的資料，或以該等資料作對兒童不利的

用途。委員建議對提供予法院的資料的用途施加限制或條

件。考慮委員的關注，我們正就有關建議徵詢司法機構的

意見。  
 

條例草案第 9 條  ─  《條例》擬議第 17 條  
 
16 .  擬議第 17(2)( f )條規定，原訟法庭所作出的返還令可
授權或指示社署署長採取某些跟進行動。委員建議檢討擬

議第 17(2)( f )條的措辭，以清楚說明該款規定的授權或指示
是由原訟法庭發出的。就此，我們曾研究該條文，並留意

到有別於根據第 17(2)條其他段落作出的命令而可發出的授
權和指示，該授權或指示是在符合一個重要條件的情況下

作出的，那就是一開始已無法在合理時間內聯絡該指明人

士。條文的英文本把這個條件列於 ( f )段的前部分，藉此與
其他段落區分開來，而中文本也採用相同結構，以準確地

反映政策原意。因此，我們建議保留現有的條文措辭。  
 
條例草案第 9 條  ─  《條例》擬議第 18 條  
 
17.  委員建議當局考慮簡化擬議第 18(2)(b) ( i )條中 “指將
該兒童帶往該國或在該國扣留該兒童 ”的中文措辭。我們現
建議將之修訂為 “指將該兒童帶往或扣留於該國 ”。  
 
18 .  就《條例》擬議第 18(3)條，我們檢討了有關“本
國”的現有措辭。擬議第 18 條旨在賦權原訟法庭作出“反

映令”，禁止把兒童從香港帶往該兒童的慣常居住地以外

的地方，或《海牙公約》締約國家的司法或行政當局所作

命令中指明的其他司法管轄區以外的地方。“本國”的定

義 是 該 兒 童 慣 常 居 住 的 締 約 國 家 。 《 海 牙 公 約 》 有 使 用

“締約國家”一詞，其定義亦在《條例》第 4 條下訂明。
我們認為現有措辭已為條文提供清晰參考，並能反映政策

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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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9 條  ─  《條例》擬議第 19 條  
 
19 .  《條例》擬議第 19 條訂明為擬議第 20 條施行截停令
而作的通知安排。政策原意是，如截停令已作出，或禁止

離境令的申請在待決中，申請人可把已作出的命令或申請

待決一事通知入境處，以援引羈留某兒童的權力。有委員

關注擬議第 19 條可能會被濫用。  
 
20 .  在考慮委員的看法，並參考過現行法院程序後，我們

建議修改第 19 條，指明仍然待決的禁止離境令申請為已經
提出並已與法院擇定聆訊日期的申請，這樣便能確保只有

申請人有真正意圖把案件呈堂聆訊的個案，才會受有關條

例保障。  
 

21.  至於有建議刪除擬議第 19(9)(a)條中“給予”  的中
文措辭，擬議條文訂明，通知須以入境處處長指明的方式

和格式給予。我們認為“給予”二字在中文版條文中是必

需的，藉以反映政策原意。   
 
條例草案第 18 條  ─《司法程序 (報導限制 )條例》 (第 287
章 )第 5 條  
 
22 .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司法程序 (報導限制 )條例》 (第
287 章 )第 5 條，以實施法改會就《海牙公約》法律程序的
保密問題所提出的意見，禁止發表《海牙公約》法律程序

有關的資料，以及禁止公眾翻查和查閱相關法院檔案。有

見委員就第  5 (1A)  條的意見，我們建議修訂第  5 (1A)  條，
說明在發表判詞時，需隱藏所涉及各方的身分。  
 
 
 
勞工及福利局  
二零一四年三月  
 



附件 A 
 
根據《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 (第 512 章 )  (《條例》 )  

擬議第 15 條申請禁止離境令  
以限制把兒童帶離香港  

 
 
 
 
            或     或  或    或        
或  
 
 
 
 
 
 
 
 
                    
 
 
 
 
 
 
 
 
 
 
 
 
 
 
 
 
 
 
 
 

申請禁止離境令   
單方面向法院提交申請並擇定聆訊日期  

 

單方聆訊  

批出命令  
在批出命令的同時，命令一般

會定出各方當事人之間聆訊

的提訊日。之後另一方可就所

作出申請，向法院申述意見。

 

把命令通知入境事務處及另

一方。如在各方當事人之間的

聆訊中，命令有所更改、解除

或暫時撤銷，申請人必須根據

《條例》第 19(8)條，把有關
變更通知入境事務處。  
 

根據擬議第 20 條行使權力羈留有關兒童  
禁止離境令的詳情會納入入境事務處的記錄

內，以防止有人把兒童帶離香港  

通知入境事務處及法

律程序另一方有申請

待決  
 

申請管養令作為離婚

訴訟的一部分   
提交離婚呈請 + 

有關管養事宜的申請  

在沒有離婚訴訟的情況下  
申請管養令  

發出原訴傳票及支持的誓章

有關兒童的管養權或

探視權的法院命令已

批出，及有關命令正

生效  

沒 有 命 令 獲 批

出。不能根據《條

例》限制把兒童帶

離香港。  

申請被拒  申請獲批准  



附件 B 
 
 

根據《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 (第 512 章 )擬議第 20 條  
執行截停令的工作流程及安排  

 
 
  本文件概述根據《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 (《條例》 )
擬議第 20 條執行截停令的工作流程及安排。有關詳情載列於
相關部門的行政指引內，以確保部門之間作出適當的協調。  
 
入境事務處所採取的跟進行動  
 
2.   當一名兒童在管制站被一名入境事務人員羈留，他／

她首先會被帶到會見室，並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由一名女性

人員陪同。入境事務人員隨即會把兒童被截停一事通知警方，

並把相關資料 (例如相關法庭命令副本、適當人士的資料和聯
絡資料等 )交給警方跟進。視乎當時的實際情況，入境事務人
員會把接下來的程序 (包括他／她在有需要時可尋求法律援助
的權利 )告知當下陪同兒童的父或母或監護人，以及該名兒童
(視乎該名兒童的年齡及心智的成熟程度 )。入境事務人員亦會
確保兒童的安全、保安和福利得到保障，直至警方到場為止。 
 
警方所採取的跟進行動   
 
3.   警方會嘗試以電話聯絡有管養權的父或母，如聯絡不

上的話，便會按聯絡地址登門造訪，把兒童被截停一事告知該

父或母，並要求他／她盡快把兒童接走。在大部分情況下，我

們預期就近警署的警務人員 (盡量是一名女性人員 )可於 15 至
30 分鐘內到達管制站接管該名兒童。  
 
4 .   警方然後會把該名兒童護送往並留在舒適而安全的房

間內，例如就近警署的會面室、辦公室或等候室，以等候適當

人士到場。在兒童被羈留期間，警方會確保兒童的安全、保安

和福利受到保障，包括為兒童供應糧水，並在適當時安排就醫。 
 



社會福利署所採取的跟進行動  
 
5.   倘若警方未能在合理時間內聯絡上適當人士，或該名

兒童需要被羈留過夜，警方會安排兒童入住《保護兒童及少年

(收容所 )令》 (第 213 章附屬法例 B)附表所載的任何一間收容
所，社會福利署會獲通知兒童入住收容所一事。  
 
6 .   兒童一經入住，收容所便會負責照料兒童日常起居，

包括供應糧水，在適當時安排就醫，並照顧其福利，直到他／

她返回適當人士身邊。根據《條例》擬議第 20(6)和 (8)條，社
會福利署署長可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與有管養權的父或

母聯絡、向該名兒童及其家庭提供輔導，以及協助父母討論照

顧該兒童的安排等。   
 
其他  
 
7.   若兒童被授權人員羈留，試圖擄拐兒童的父或母可選

擇陪同該兒童，直至適當人士前來，並將兒童交還予他 /她，
或直至兒童被送往收容所。警方及入境事務處會盡量召喚女性

人員前來處理有關個案，亦會向該兒童解釋當時情况。 1 

                                                 
1 一般而言，我們不預期兒童會作出反抗。若有關兒童對獲授權人員行使擬議新
訂第 2 0 條所訂的職能作出反抗，在考慮到兒童的最佳利益下，有關人員會使用
最低限度的武力以達至目的，有關武力的使用亦須在當時情況下為合理的。但是

我們會提醒前線執法人員須盡量克制，如非必要以達至法訂目的，不應使用任何

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