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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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前管制  

 
 

目的  
 
 本文件向小組委員會簡介就潛在免遣返聲請人的入

境前管制。  
 
 
背景  
 
2. 自 2014 年 3 月政府實施統一審核機制後，非華裔非
法入境者的數目急升，同時，提出免遣返聲請人的人數亦大

幅增加。2014及 2015年，非華裔非法入境者人數分別為 1 984
人和 3 819 人，為之前數年每年平均約 800 人的 2.4 倍及 4.7
倍。同時，在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年底之間，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接獲的免遣返聲請共有 9 687 宗（月均 440 宗），
為之前數年月均約 120 宗的 3.6 倍。  
 
3. 就此，政府於 2016 年初就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展
開全面檢討，首要工作包括盡量防止或減少有可能提出免遣

返聲請的人抵港。  
 
4. 分析於 2014及 2015年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進入香港
的入境身份，有 4 655 人為非法入境者，4 788 人為逾期逗留
或在抵港時被拒絕入境的人 1，大約各佔一半。  

 

                                                 
1  4 157 人為逾期逗留的人，631 人為被拒入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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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法入境的聲請人，最主要來自越南、巴基斯坦、孟

加拉、印度、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等國家（共佔同期所有非法

入境的聲請人 98%）。他們絕大部份先從原居國家／地區循
陸路或乘飛機進入內地，之後前往廣東沿岸或深圳邊境，再

循水路或陸路偷渡來港。  
 
6. 逾期逗留或被拒入境的聲請人，近半是來自免簽證國

家的訪客，當中有約 70%來自印度。  
 
 
最新情況  
 
7. 為減低可能在香港提出聲請的人數而採取的措施，包

括打擊偷渡和實施網上預辦入境登記制度。有關措施成效顯

著。非華裔非法入境者數目自 2016 年下半年回落：  
 
(a) 2017 年全年，非華裔非法入境者有 893 人（月均 74

人），較 2016 年（月均 185 人）減少了 60%，較 2015
年（月均 318 人）更減少了 77%；  

 
(b) 2018 年首三個月，非華裔非法入境者有 136 人（月

均 45 人），較 2017 年再減少 39%。  
 
8. 免遣返聲請數字亦相應減少：  

 
(a) 2017 年，入境處接獲 1 843 宗免遣返聲請（月均 154

宗），較 2016 年（全年 3 838 宗，月均 320 宗）減
少 52%，較 2015 年（全年 5 053 宗，月均 421 宗）
更減少了 63%；  

 
(b) 2018 年 1 月至 3 月，入境處接獲 315 宗聲請（月均

105 宗），較 2017 年再減少 32%。  
 

有關數字季度趨勢見附件一。  
 
 
打擊偷渡  
 
9. 特區政府於 2015 年開始與中央政府公安部展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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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至 2016 年初，公安部部署港澳臺辦公室、邊防管理局、
出入境管理局、刑事偵查局、國際合作局、反恐怖局及廣東、

廣西、雲南、新疆四省區相關公安機關，與特區政府香港警

務處（警方）、入境處及香港海關（海關）等執法部門合作，

成立專項行動，聯手打擊跨境偷渡活動。  
 
10. 專項行動的主要策略包括源頭堵截、兩地情報交流、

執法合作，以及宣傳教育，全方位打擊兩地人蛇集團活動，

瓦解他們的非法活動。  
 
11. 香港的執法部門會向非華裔非法入境者進行詳細訊

問，包括他們從離開原居國家／地區到抵達香港的路線、沿

途停留的地點、安排或接頭的人物和相關細節等等。執法部

門在仔細分析資料後，會向內地相關公安機關通報當中可能

有用的線索和情報，配合內地本身的調查工作和執法部署。

內地相關省區公安邊防、出入境部門於內地各省區持續打擊

偷渡活動，共查獲外籍非法入境者超過 67 000人，偵破 53個
有組織的偷渡集團，涉及近 300 宗企圖偷渡到香港的案件，
涉案人數超過3 400人。  
 
12. 針對當時活躍於兩地的人蛇集團，自 2016年 2月，特
區政府與內地展開共七次聯合行動，成功偵破多個跨境犯罪

集團，於兩地共拘捕超過120名人蛇集團骨幹成員。  
 
13. 同時，香港執法部門亦加強海上和陸路邊界的佈防及

執法。水路方面，自 2016 年初，香港水警聯同政府飛行服
務隊採取海空聯合行動，派出設置前視紅外線系統的直升機

及水警輪作全面偵察、拍攝及堵截行動。巡邏的地點包括鹽

田、南澳、蛇口、桂山及分流附近的熱門登岸區域，時間則

根據最新的偷渡情況而不時更改。為配合有關行動，內地亦

於重點海域如蛇口、后海灣及澳頭一帶，派遣巡邏艇加強巡

邏。兩地人員在發現可疑船隻時，會即時通報對方，聯合採

取海空佈防，於人蛇進入香港水域之前加以堵截。  
 
14.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批出約 1.9 億
港元以推行海上形勢實時傳達系統，讓警察船艇及陸上指揮

中心分享實時影像、視像及其他重要資訊，將會令打擊海上

偷渡和其他海上罪行的行動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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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陸路方面，針對透過躲藏在大型貨車、貨櫃車及拖架

車底的偷渡行為，警方聯同入境處及海關等部門於各陸路行

車口岸多次進行跨部門聯合行動，加強對過境車輛的查驗，

設置路障截查可疑車輛。我們亦已在所有陸路行車口岸（落

馬洲、深圳灣、文錦渡、沙頭角）完成裝設改良型電子車輛

底部監察系統，檢查所有南行貨車。香港警方邊界警區亦與

廣東省公安邊防有關單位建立合作機制，交流邊界警區陸路

偷渡形勢及情報。若遇有緊急事故，雙方可使用熱線直接溝

通，採取即時聯合行動。  
 
16. 同時，由於偷渡者的手法層出不窮，警方已加強邊界

的巡邏佈防及硬件配套，包括圍網的防禦力，並正聯同創新

科技局研究利用最新科技阻截及偵測非法入境者偷渡來

港。警方及海關亦透過不同渠道，呼籲跨境司機提高警覺，

以免讓偷渡客有機可乘。  
 
17. 2017 年 12 月，兩地政府在深圳召開第五次「粵港邊
界打擊偷渡聯合工作會議」，同意持續加強雙方在調查、情

報交流和執法等各方面的合作，繼續聯手嚴厲打擊跨境偷渡

活動，全方位解決問題。考慮到偷運人蛇集團會千方百計改

變偷渡策略，包括轉移偷渡路線和模式等，兩地已同意將打

擊偷渡的專項行動延續至 2019 年年中。  
 
18. 另外，政府於 2016 年 5 月實施《2016 年入境（未獲
授權進境者）（修訂）令》，提高對偷運巴基斯坦、印度、

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籍人士的人蛇集團的刑罰。

至今，法院已審理多宗涉及偷運人蛇的案件，執法部門更曾

成功向法庭申請引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當中

最高刑罰是被判監禁 5 年 3 個月，反映案件的嚴重性。  
 
 
印度國民網上預辦入境登記  
 
19. 考慮到印度為免遣返聲請人的最主要來源國之一，

而來自該國的聲請人有 80%是免簽證抵港的旅客，為了在便
利真正訪港旅客及在入境管制方面做好風險管理兩者之間

取得平衡，入境處於 2017 年 1 月起實施「印度國民預辦入
境登記」（預辦入境登記）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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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措施下，印度國民仍然享有免簽證訪港待遇，但

必須事先於網上申請及成功辦妥預辦入境登記，否則須向入

境處申請簽證方可來港旅遊。  
 
21. 在辦理預辦入境登記時，系統會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

資料，包括個人及護照資料、訪港行程，及以往訪港和曾到

訪其他國家／地區的紀錄等（見附件二）。系統會根據申請

人所提供的資料，進行風險評估，並即時顯示申請結果。相

關的風險評估分析是按過往提出免遣返聲請和其他在港逾

期逗留的印度國民的個案制訂。申請過程一般可在 15 分鐘
內完成，申請人毋需付費。  
 
22. 如果申請成功，申請人可自行列印「印度國民預辦入

境登記通知書」（通知書）（見附件三）。通知書的有效期

為六個月，期間申請人可多次免簽證訪港，每次可逗留最多

14 天。  
 

23. 登記人訪港時，必須使用辦理預辦入境登記時所使

用的相同護照。登記人在啟程來港時，航空公司等交通營辦

商有責任檢查登記人是否持有有效的通知書及該本用以辦

妥預辦入境登記的有效印度護照。  
 
24. 未能成功辦理預辦入境登記的印度旅客如欲訪港，

須直接向入境處提交簽證申請。為縮短處理時間，申請人可

將已填妥的申請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傳真至入境處，隨後再

將申請表格正本及相關證明文件一併郵寄或速遞給入境處。  
 
25. 預辦入境登記措施實施至今一年多，運作暢順，不影

響真正旅客訪港便利的同時，亦成功阻截了可疑的印度籍旅

客入境。截至 2018 年 3 月底，約有 34 萬人成功申請登記，
成功率超過 90%。同時，印度籍旅客在來港後逾期逗留的數
目較之前下降 80%，由印度籍國民提出的免遣返聲請亦較之
前減少了 74%（由每月平均 68 宗減至 18 宗）。同時，印度
籍旅客在抵港時辦理入境手續的情況亦較過往快捷和暢順。  
 
26. 為進一步優化服務，入境處於 2017 年 12 月設立一個
預辦入境登記專用的電郵帳號，方便申請人查詢有關安排。  
 
27. 另外，入境處於 2018 年 3 月推出新措施，在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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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上二維條碼（QR 碼），讓交通營辦商可以流動通訊裝

置快速讀取通知書上載列的資料（護照號碼、申請編號等），

以核實登記人的預辦入境登記是否有效。  
 
28. 入境處亦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向印度國民宣傳有關

預辦入境登記安排，及提醒擬訪港的印度國民盡早申請辦理

預辦入境登記。  
 
 
總結  

 
29. 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上述措施的實施情況和非法入

境者和免遣返聲請的趨勢，在有需要時調節有關措施，以維

護香港的整體利益。  
 
 
 
 
 
保安局  
2018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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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季度統計  
 

年份  季度  非華裔  
非法入境者

（人）  

比較上一季  比較上一年  
同期  

比較高峰期

(2015 年  
第三季 ) 

第二季  478    
第三季  548 +15%   

2014 

第四季  555 +1%   
第一季  594 +7%   
第二季  912 +54% +91%  
第三季  1 241 +36% +126%  

2015 

第四季  1 072 -14% +93% -14% 
第一季  980 -9% +65% -21% 
第二季  576 -41% -37% -54% 
第三季  393 -32% -68% -68% 

2016 

第四季  272 -31% -75% -78% 
第一季  219 -19% -78% -82% 
第二季  260 +19% -55% -79% 
第三季  202 -22% -49% -84% 

2017 

第四季  212 +5% -22% -83% 
2018 第一季  136 -36% -3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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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遣返聲請的季度統計  
 

年份  季度  接獲聲請

(宗 ) 
比較上一季 比較上一年  

同期  
比較高峰期

(2015 年  
第三季 )^ 

第二季  2 228    
第三季  1 213 -46%   

2014 

第四季  1 092 -10%   
第一季  1 111 +2%   
第二季  1 087 -2% -51%  
第三季  1 439 +32% +19%  

2015 

第四季  1 416 -2% +30% -2% 
第一季  1 157 -18% +4% -20% 
第二季  1 138 -2% +5% -21% 
第三季  1 000 -12% -31% -31% 

2016 

第四季  543 -46% -62% -62% 
第一季  565 +4% -51% -61% 
第二季  563 0% -51% -61% 
第三季  419 -26% -58% -71% 

2017 

第四季  296 -29% -45% -79% 
2018 第一季  315 +6% -44% -78% 
 

^   入境處於 2 0 1 4年第二季接獲 2  2 2 8宗聲請，由於當時統一審核機制剛開始運作，
接 獲 的 聲請 當 中 可能 包 括 部份 於 機 制開 始 之 前已 打 算 提出 聲 請 的人 。 因 此未 必

適合以該季數字作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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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辦理「網上預辦入境登記」所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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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印度國民預辦入境登記通知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