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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 (東盟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 )令》  

小組委員會  

政府對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小組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的回應  

目的  

  在小組委員會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六日的首次會議上，委員就

《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 (東盟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 )令》（命
令）提出若干問題。本文件提供補充資料  1 闡述命令所涵蓋的特權及

豁免權。  

背景  

2 .   「清邁倡議多邊化」 (「清邁倡議」 )於二零一零年三月在東
盟 1 0 + 3 的框架下訂立  2。「清邁倡議」是區內一項多邊安排，透過貨

幣互換交易，為有收支及短期流動資金問題的成員，提供短期美元流

動資金的支援  3。香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清邁倡議」，以

支持其維持地區金融穩定及防止區內金融危機擴散的工作。  

3 .   東盟 1 0 + 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研究辦公室）負責為實施
「 清 邁 倡 議 」 提 供 支 援 ， 以 及 監 察 各 成 員 的 宏 觀 經 濟 及 金 融 穩 健 狀

況。研究辦公室 初於二零一一年以有限擔保公司的形式在新加坡成

立。二零一四年十月，各成員（包括中國香港及其他「清邁倡議」參

與方）簽訂《關於設立東盟 1 0 + 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的協議》（協

                                                 

1  本文件應與政府在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
G10/34/9C)一併閱讀。  

2  參與「清邁倡議」的經濟體包括東盟 10 個成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韓
國，以及中國香港。  

3  「清邁倡議」的總規模為 2,400 億美元。中國香港承諾的出資上限為 84 億美元，
可獲提供的借款額度上限則為 63 億美元。截至目前為止，並無任何成員要求啓動
「清邁倡議」的緊急流動資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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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把研究辦公室確立為具有完全法人資格的國際組織，使其得以

在區內更有效地發揮獨立宏觀經濟監察單位的職能  4。  

4 .   命令旨在訂立本地法例，以實施協議內有關研究辦公室及其

人員的法律地位、特權及豁免權的條文（節錄於附件）。命令把有關

條文列於附表中，使其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  

有關特權及豁免權  

5 .   協議第 18 及第 1 9 條訂明有關特權及豁免權。  

6 .   第 18 條是關於研究辦公室作為國際機構獲賦予的特權及豁
免權。扼要來說：  

( a )  研究辦公室享有法律程序的豁免權；  

( b )  研究辦公室的財產及資產均免受搜查、徵用、沒收、徵收或
任何其他形式的檢取、取用或止贖。在對研究辦公室執行其

職 能 屬 必 需 的 範 圍 內 ， 其 財 產 及 資 產 均 不 受 任 何 性 質 的 限

制、規管、管制及凍結所限；  

( c )  研究辦公室的檔案屬不可侵犯；   

( d )  每個成員給予研究辦公室的公務通訊待遇，不得遜於該成員
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公務通訊待遇。研究辦公室的來往公文

及其他公務通訊，均免受審查；以及  

( e )  研究辦公室、其資產、財產、收入，以及其運作及交易，均
獲豁免而無須繳付一切稅項及關稅。  

7 .   第 19 條關乎研究辦公室人員 (包括有關的副手及其替補者、
諮詢委員會成員、主任及研究辦公室職員，以及為研究辦公室執行任

                                                 

4  協議第 3 條所載的研究辦公室職能包括：  
(a)  監察及評估成員的宏觀經濟及金融穩健狀況，並向成員匯報；  
(b)  識別區內的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及不穩定因素，並應要求協助成員及時擬訂

政策建議，以減低有關風險；以及  
(c)  為實施「清邁倡議」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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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專家 )的特權及豁免權。研究辦公室人員  5 所享有的豁免權與特

權，主要如下：  

( a )  就以其公務身分發表的口頭及書面的言論及以其公務身分作
出的作為而言，均享有法律程序的豁免權，而其公務文書及

文件，均屬不可侵犯；  

( b )  就 出 入 境 限 制 、 外 籍 人 士 的 登 記 規 定 及 國 民 服 役 的 義 務 而
言，均享有每個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及職

員相同的豁免權；就外匯限制而言，亦享有每個成員給予任

何其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及職員相同的便利；  

( c )  就交通方面的便利而言，均享有每個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
相若級別的代表及職員相同的待遇；以及  

( d )  獲豁免而無須就研究辦公室向其支付的薪金及報酬繳稅。  

8 .   根據協議第 21 條，上述特權及豁免權是為研究辦公室的利
益而非研究辦公室人員的個人利益而給予該等人員的。研究辦公室可

放棄這些特權及豁免權。  

9 .   研究辦公室獲賦予的特權及豁免權與其作為區內宏觀經濟監

察單位的職能相稱。《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 (第 558 章 )
（條例）所認可的相關國際組織，在職能、運作模式、規模、實際需

要及成員情況各方面都有所不同，未必可以直接比較。雖然如此，命

令指明授予研究辦公室的特權及豁免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

清算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及世界貿易組織等  6 其

他國際組織在條例下所獲授予者大同小異。  

                                                 

5  第 7(b)及 (d)段只適用於並非是當地公民或國民的研究辦公室人員。  

6  根據《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條例》作出的命令，旨在實施相關國際協議的條
文，以在香港落實國際組織及與國際組織相關的人在該等協議下所享有的特權及豁

免權；而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制訂的規例則旨在就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的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實施制裁，以履行相關的國際義務，就聯

合國安全理事會議決的具體制裁措施給予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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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原則上，向國際組織及其代表授予特權和豁免權，一般旨在

讓他們能有效率地執行其正式的職務  7。實際上，由於研究辦公室不

擬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其人員行使該等特權和豁免權的機會不大，他

們主要只會在為進行宏觀經濟監察工作而以公務形式訪港時，才在有

需要及適當情況下行使該等特權和豁免權。如研究辦公室或其人員聲

稱享有該等特權和豁免權，或要求放棄該等特權和豁免權，執法機構

會按政府的既定程序把個案轉介相關政策局或部門處理。  

11 .   根據條例作出的命令屬香港法例一部分，可供公眾查閱。相

關國際協議已上載到律政司的網頁，以供參閱。  

徵詢意見  

12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金融管理局  

二零一六年三月  

                                                 

7  給予特權和豁免權並非授予有關人士不受約制的權力，使其可漠視法律或執法機構

的合法指示。相關國際公約規定，在不損及國際組織及其代表所享有的特權和豁免

權的原則下，國際組織及其代表有義務尊重當地的法規。此外，根據協議第 21(4)
條─  
「研究辦公室應隨時與成員的相關部門合作，以便利司法、確保遵守警方規例、尊

重和遵守當地法律，並防止濫用本協議所載的特權和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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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關於設立東盟 10+ 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的協議》  

(節錄 )  

第 4 章  

地位、特權及豁免權  

第 16 條  地位、特權及豁免權的宗旨  

每個成員須在其領土內，給予研究辦公室本協議列明的法律地位、特

權、豁免權及免繳權，以令研究辦公室有效履行其宗旨及職能。  

第 17 條  研究辦公室的法律地位  

研究辦公室具有完全法人資格，尤其具有完全法律行為能力以：  

( a )  訂立合約；  

( b )  取得和處置不動產及動產；及  

( c )  提起法律程序。  

第 18 條  研究辦公室的特權及豁免權  

(1 )  研究辦公室享有各種方式的法律程序的豁免權，但在研究辦公室
為任何法律程序的目的或根據任何合約條款，以明示方式放棄其豁免

權的範圍內，則屬例外。  

( 2 )  研究辦公室的財產及資產（不論位於何處及由何人持有），均免
受搜查、徵用、沒收、徵收，或藉行政或立法行動而作出的任何其他

形式的檢取、取用或止贖。  

( 3 )  研究辦公室的檔案及屬於研究辦公室或由研究辦公室持有的所有
文件，均屬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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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在 對 研 究 辦 公 室 執 行 其 職 能 屬 必 需 的 範 圍 內 ， 其 所 有 財 產 及 資
產，均不受任何性質的限制、規管、管制及凍結所限。  

( 5 )  每個成員給予研究辦公室的公務通訊待遇，不得遜於該成員給予
任何其他成員的公務通訊待遇。  

( 6 )  研究辦公室的來往公文及其他公務通訊，均免受審查。本條不得
解 釋 為 阻 止 採 取 某 成 員 與 研 究 辦 公 室 藉 協 議 決 定 的 適 當 安 全 防 範 措

施。  

( 7 )  研究辦公室、其資產、財產、收入，以及其運作及交易，均獲豁
免而無須繳付一切稅項及關稅。研究辦公室亦獲豁免而無須負有任何

支付、預扣或收取任何稅項或關稅的義務。儘管有上述規定，仍須有

以下理解：凡稅項事實上屬不多於公用事業服務費用，則研究辦公室

不得要求豁免繳稅。  

第 19 條  研究辦公室人員的特權及豁免權  

副手及其替補者、諮詢委員會成員、主任及研究辦公室職員，以及為

研究辦公室執行任務的專家 (下稱“研究辦公室人員” )：  

( a )  就以其公務身分發表的口頭及書面的言論，及以其公務身分作出
的作為而言，均享有法律程序的豁免權，而其公務文書及文件，均屬

不可侵犯，但如研究辦公室放棄此豁免權，則屬例外；  

( b )  (凡該等人員不屬當地公民或國民 )就出入境限制、外籍人士的登
記規定及國民服役的義務而言，均享有每 個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相

若級別的代表及職員相同的豁免權；就外匯限制而言，亦享有每個成

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及職員相同的便利；  

( c )  就交通方面的便利而言，均享有每個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相若
級別的代表及職員相同的待遇；及  

( d )  （凡該等人員不屬當地公民或國民）均獲豁免而無須就研究辦公
室向該等人員支付的薪金及報酬繳稅。  

第 21 條  放棄豁免權  

(1 )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是 專 為 研 究 辦 公 室 的 利 益 而 給 予 研 究 辦 公 室 人 員
的，而並非為該等人員的個人利益而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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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執行委員會可在其決定的範圈內及按其決定的條件，放棄任何根
據本章就副手及其替補者、諮詢委員會成員及主任而授予的豁免權。  

( 3 )  主任可放棄任何研究辦公室職員及為研究辦公室執行任務的專家
的豁免權，但主任本人的豁免權除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