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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8 年 11 月 27 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就免遣返聲請修訂《入境條例》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免遣返聲請修訂《入境條例》的建議提供

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過往就免遣返聲請修訂《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的建議的相關事宜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

罰公約》("《禁止酷刑公約》")自 1992 年起適用於香港。《禁止
酷刑公約》第 3 條訂明，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
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締約國便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

至該國。  
 
3.  政府當局以法院自 2004 年起的多項裁決為依據，檢討
和修訂了對酷刑聲請的行政審核機制。《 2012 年入境 (修訂 )條
例》於 2012 年 12 月生效，訂明提出和裁定聲請的法定程序 (包
括如何提出酷刑聲請 )、聲請人提交酷刑聲請表格的時限、入境
事務處 ("入境處 ")須安排審核會面及發出有關決定的書面通知
等。該條例亦規定，聲請人如不服入境處的決定，可於獲通知

有關決定後，於 14 天內以書面提出上訴。上訴個案會交由法定
的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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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當局自 2014 年 3 月起實施統一審核機制，以所有
適用的理由審核免遣返聲請。自此，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和免遣

返聲請人的數目大幅增加。同時，等候入境處展開審核程序的

聲請數目持續上升。在此背景下，政府當局於 2016 年年初全面
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  
 
5.  作為檢討工作的一部分，政府當局一直檢視香港法例第

115 章中有關審核程序及相關事宜的法律條文。據政府當局所
述，視乎檢討進度，當局預計在 2019 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的商議工作 
 

加快審核免遣返聲請的措施  
 

6.  委員察悉，在現行的審核程序下，聲請人可在 49 天內
交回聲請表格。委員獲告知，為求提高審核的效率，政府當局

正考慮將提交聲請表格的法定時間縮減，例如減至 14 天。為確
保公平，聲請人只可以在已盡了一切應盡的努力跟從原定時限

後，在 "非常特殊 "及 "不能控制 "的情況下，方可要求延期提交聲
請表格。  
 
7.  部分委員表示支持政府建議縮減提交聲請表格的法定

時間，以加快審核聲請。不過，他們擔心，准許申請人以 "非常
特殊 "及 "不能控制 "的情況為理由，要求把交回聲請表格的期限
延長此安排或會易遭濫用。政府當局解釋，舉例而言，會被視

為 "非常特殊 "及 "不能控制 "的情況包括聲請人被另一執法機關
拘捕或患上嚴重疾病。為免此項安排被人濫用，聲請人須提交

有關 "非常特殊 "及 "不能控制 "的情況的證明文件。  
 
8.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沒有必要將提交聲請表格的

時間縮減至 14 天，因為近年積壓的聲請數目已大幅減少。不過，
該等委員認為重要的是，當局所提出的法例修訂，必須符合法

庭所訂的高度公平標準。據政府當局表示，現有的免遣返聲請

審核制度，當中包括公費法律支援、免費傳譯服務及免費醫療

檢驗，以及上訴機制，已符合法庭要求的高度公平標準。當局

制訂加快審核聲請的建議措施時，是經考慮海外的相關做法及

統一審核機制的運作經驗，並遵循上述的高度公平標準的。  
 
9.  關於審核會面方面，委員獲告知，政府當局正考慮在香

港法例第 115 章中加入條文，訂明入境處與聲請人安排會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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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規則，以防止聲請人在沒有提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不斷

要求延遲會面或將會面改期。政府當局亦正考慮，規定聲請人

只可以因為 "非常特殊 "及 "不能控制 "的情況申請將會面改期，而
有關申請必須在原定的會面日期前提出。  
 
10.  部分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正考慮將不服入境處決定而提

出上訴的法定時間，由 14 天縮減 7 天。他們認為，該項擬議安
排不單對聲請人不公平，亦對聲請人的法律代表擬備和提交上

訴通知書時造成實際困難。該等委員關注到，在進行檢討期間，

政府當局有否就擬議安排進行諮詢。政府當局強調，全面檢討

工作仍在進行中，而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包括縮短提交聲請

表格及提出上訴的時間，均屬初步建議。政府當局一直有就檢

討工作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以及其他相關持份者

保持溝通。  
 
免遣返聲請人干犯罪行及羈留事宜  
 
11.  部分委員對免遣返聲請人干犯罪行的情況表示關注。他

們認為，政府當局應藉著檢討統一審核機制的機會，考慮修訂

法例，就設立用以安置聲請人的羈留中心，訂定條文，以解決

對居民安全造成的威脅，以及防止聲請人從事非法僱傭工作。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沒有必要設立羈留中心。該等委員亦

質疑，與本港的整體罪案率比較，免遣返聲請人的罪案率是否

特別高。  
 
12.  政府當局指出，根據法庭的相關判決，入境處只有在相

信在一段合理時間內可把非法入境者遣返，才能繼續羈留他。

政府當局強調，設立羈留中心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社會各界對

此意見分歧。政府當局會繼續研究此事，包括探討任何合法、

切實可行和有效的方案。當準備就緒時，政府當局會向立法會

匯報此事的最新進展。政府當局指出，在過去兩年，分別約有

1 500 名聲請人因在香港犯罪而被捕，並強調當局非常關注聲請
人所犯的罪行。當局補充，警方已在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

科下成立專責小組，打擊這類罪行。  
 
將聲請被拒絕的聲請人遣送離境  
 
13.  部分委員認為，在香港被裁定干犯罪行的聲請人應立即

被遣送離開香港。政府當局表示，法庭裁定，聲請人絕對有權

免受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即使聲請人被裁定干

犯罪行，政府仍須按符合法庭要求的高度公平標準的程序審核

有關的聲請。因此，聲請被拒絕的聲請人的遣送程序只會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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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審核聲請及上訴程序全部完結後才開展。政府當局向委員保

證，雖然聲請人不會在被裁定干犯罪行後立即被遣送離境，但

該等聲請人的聲請會予優先處理，以便在其聲請被拒絕時可盡

快將他們遣送離境。  
 
14.  委員獲告知，為提高入境處的遣送效率，政府當局正考

慮在香港法例第 115 章加入條文，訂明在聲請已被入境事務主
任駁回後，即使聲請人仍在等候處理上訴，政府可以同時與相

關當局就遣返安排聯絡。部分委員對該項擬議安排表示關注。

政府當局表示，在等候處理有關上訴期間，當局如欲與海外的

相關當局就聲請被拒絕的聲請人的遣返安排聯絡，只會在不透

露有關人士是否已提出聲請的前提下進行。由於此行動在入境

處已作出決定之後才會展開，因此處理聲請的公平性受到保障。 
 
15.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在把聲請被拒絕的聲請人遣送

離境方面是否有任何困難。政府當局表示，在遣返聲請被拒絕

的申請人前，入境處須聯絡聲請人的本國，以核實其身份及發

出旅行證件。儘管這項工作需要聲請人本國的合作，但據觀察

所得，許多有關當局對此項工作頗為輕視。若沒有從香港直接

飛往聲請人本國的航班，亦可能會令遣返安排更見複雜。  
 

 

相關文件 

 
1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11 月 22 日



 

 

附錄  
 
 

就免遣返聲請修訂《入境條例》的建議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2 月 2 日  
(議程第 V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6 月 7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 2016 年入境 (未
獲授權進境者 )(修
訂 )令》小組委員會  
 

-- 小組委員會提交內務委員

會的報告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6 月 11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6年 11月 11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6 月 6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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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5 月 21 日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7 月 1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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