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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小姐：

立法會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

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018 年 3 月 27 日會鐵跟進事項

因應議員在上述小組委員會會議所提出的跟進事項，

政府現提交補充資料如下 。

(a）預計完成審核所有積壓聲請的時間表

2. 人境事務處（人境處）透過靈活調配人手及優他工作

流程，加上政府推行「為免遣返聲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試

驗計劃」’將每天可以展開審核程序的聲請數目由每天 13宗

增加至每天23宗。入境處於2017年就4 182宗聲請作出決定，

較2016年（ 3 218宗）增加30% 。 2018年 3月底，等候人境處

審核的聲請減至4 420宗，較去年同期減少51 % ( 2017年 3 月

底： 8 956 ），比最高峰期更減少超過 61% ( 2016年 3 月

底： 11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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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外，為加快處理上訴個案，政府自 2016年 7月起委
任多名新委員加人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令

委員人數由原來的28人，增加至現時的 102人，並為該秘書

處增加人手和其他配套設施。 2017年，上訴委員會所作出的

決定比2016年增加了 3.8倍，預計划18年會再進一步增加。

2018年 3月底，等候上訴委員會審核或正進行審核的上訴個
案有6 100多宗。

4. 由於接獲的新聲請數目有所下降，人境處完成審核的

數目又同時增加，積壓的聲請數目會進一步減少。我們預計，

假如上述情況保持穩定（例如新聲請數目維持在現時水平），
入境處有望於明年完成處理現時積壓的聲請﹔而隨之而來和

現時等候處理的上訴個案亦可望在隨後的時間陸續完成處

理。

(b）聲請獲確立人士的國籍及現況

5. 自統一審核機制於2014年3月實施，截至2018年 3月底，
入境處共就 1 1 917宗聲請作出決定﹔同時，上訴委員會

就 4 469宗上訴作決定，另外6 100多宗宗上訴尚待處理。在

已決定的聲請／上訴當中，獲確立的聲請有96宗，有關按國

籍、性別及年齡的分項數字見附件一。

6. 截至2018年 3月底，入境處已將75名確立的免遣返聲
請人轉介至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聯合國難民署）

由該署安排他們移居第三國家。根據聯合國難民署資料，有

4人已獲安排移居至第三國家。政府並無備存有關等候時

間。

(c）被遣返的免遣返聲請被拒人士國籍

7. 由 2014年至2018年3月底，入境處共將3 168 名免遣返
聲請被拒（包括上訴被拒或沒有提出上訴的人）遣離香港。

有關國籍分項載於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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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尚待審核聲請人的國籍

8. 截至2018年3月底，尚待入境處審核的4 420宗聲請人

的國籍分項，列於附件三。

(e）犯罪情況

9. 根據警方資料， 2013年至2018年 3月底，獲擔保外釋
的非華裔人士的犯罪情況載於附件四，當中包括部分原屬

「其他罪行」項目的詳細分項數字。

I 0.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10 2099 與下開代行人聯絡。

保安局局長

國 代行）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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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獲確立人士的國籍、性別及年齡

（統一審核機制實施起至2018年3月底）

國籍
獲確立的

免遣返聲請

巴基斯坦 16 
盧旺達 13 
布隆迪 9 
喀麥隆 9 

埃及 8 
剛果（民主共和國） 6 
也門（共和國） 6 
阿富汗 5 
孟加拉 4 
伊朗 4 
埃塞俄比亞 3 
中非共和國 2 
菲律賓 2 
印度 2 
斯里蘭卡 2 
蘇丹 2 
索馬里

敘利亞

越南

總計 96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58 60.4% 

女 38 39.6%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8 32 33.3% 
18 - 30 11 11.5% 
31 - 40 25 26.0% 
>40 28 29.2%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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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被遣返的免遣返聲請被拒人士國籍

國籍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總計
（至 3 月底）

印度 52 133 181 255 50 671 
巴基斯坦 56 131 126 261 45 619 
越南 3 21 42 305 196 567 

印尼 32 65 83 145 54 379 
孟加拉 17 40 61 123 28 269 

尼泊爾 14 51 34 63 16 178 
菲律賓 20 23 33 70 18 164 
斯里蘭卡 12 12 17 23 3 67 
尼日利亞 14 16 21 21 73 
其他〈 10 33 41 74 23 181 

總計 230 525 639 1 340 434 3 168 

〈 其他國家包括：埃及、蒙古、哥倫比亞、烏干達、幾內亞、肯尼亞、岡比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加納、阿富汗、泰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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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人境處審核的聲請人的國籍分項

（截至2018年3月底）

國籍 聲請人數

巴基斯坦 949 

印度 899 
孟加拉 776 

印尼 322 
越南 297 
菲律賓 255 

尼泊爾 170 

斯里蘭卡 131 
尼日利亞 98 
岡比亞 84 
其他國家：

鳥平達 51 
坦桑尼亞 46 
泰國 27 
肯尼亞 24 

多哥 24 
貝寧 22 
哥倫比亞 20 
莫桑比克 19 

馬里 18 
加納 17 

尼日爾 17 
幾內亞 14 

索馬里 14 
利比里亞 9 

也鬥（共和國） 9 
布基在內法索 8 
南非 8 
蒙古 7 
盧旺達 7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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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聲請人數

剛果（民主共和國）
6 

（前名為扎伊爾）

烏克蘭 6 
喀麥隆 5 
科特迪瓦 5 

約旦 4 
摩洛哥 4 
俄羅斯聯邦 4 
塞拉利昂 4 
津巴布韋 4 

阿富汗 3 
亞美尼亞 3 
剛果（共和國） 3 
埃塞俄比亞 3 
馬達加斯加 3 

萊索托 3 
塞內加爾 3 
中非共和國 2 
贊比亞 2 
亞爾及利亞

東埔察

乍得
吉布提

斐濟
格魯吉亞

伊朗

牙買加

馬來西亞

秘魯

突尼斯

總計 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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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獲擔保外釋的非華裔人士的犯罪情況

罪行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至3月底）

店舖盜竊 78 147 277 463 428 64 
嚴重毒品罪行 79 79 159 179 200 70 

傷人及嚴重毆打 100 67 100 117 173 27 
雜項盜竊 80 86 110 161 170 31 
嚴重非法入境罪行 30 34 85 117 111 20 

偽造文件及假錢 31 40 80 85 63 5 
刑事毀壞 38 30 33 55 62 12 

藏有攻擊性武器 4 11 26 28 62 2 
爆竊 7 17 21 24 33 5 

在公眾地方行為 35 43 64 37 29 9 
不檢／打鬥

行劫 26 26 20 33 28 4 

非禮 9 11 16 12 27 5 

刑事恐嚇 9 18 11 23 21 5 

妨礙公安罪行 2 。 6 。 15 。
扒竊 5 6 13 28 14 5 

身懷盜竊工真 2 8 25 12 3 
搶掠 7 9 10 16 9 
接贓 10 3 3 6 9 2 

詐騙 3 7 9 8 8 。
襲警 12 10 9 18 7 
謀殺及誤殺 。 。 。 3 。
強姦 5 4 3 2 。
其他〈 36 19 48 68 56 27 

總數 608 665 1113 1506 1542 298 

〈 其他罪行包括勒索、拒捕、非法會社罪行、藏有非法工具、縱火及藏有

槍械及彈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