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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913室  
許智峯議員  
 
 
許議員：  
 

根據《致命意外條例》 (第 22章 )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你於 2018年 3月 26日向立法會秘書作出預告，表示擬於
2018年5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上述條例第4(5)條動議一項擬議
決議案，旨在把該條例第 4(3)條所訂就親屬喪亡之痛而裁定給予的
損害賠償款額 (“喪痛賠償額 ”)，由 150,000元增至 220,000元。為根據
《議事規則》考慮該擬議決議案可否提出，我已邀請政府當局就該

擬議決議案給予意見 (附錄 1)，並請你回應政府當局的意見 (附錄 2)。  
 
 就你的擬議決議案而言，我必須指出，在一般情況下，法案

及修訂主體或附屬法例的擬議決議案 (“立法建議 ”)均由政府當局
完成有關檢討或諮詢有關各方後提出，而議員可就立法建議提出

修訂﹔在政府當局沒有提出該些立法建議的情況下，若議員擬自行

提出立法建議 (如你的擬議決議案或議員法案 )，在作出有關預告及／
或尋求立法會主席批准將有關建議列入立法會議程前，應在切實

可行的情況下先諮詢相關事務委員會，讓有關各方可就有關建議

表達意見。事實上，《內務守則》第22(q)條亦訂明，凡屬重要及／或
可能引起爭議的立法建議，在提交立法會前，應先諮詢有關的事務

委員會。然而，正如政府當局在附錄1的函件指出，你提出上述立法
建議前，並未經相關事務委員會 (即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討論。  

  



- 2 - 

 
 我注意到，在 2018年 3月 26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你曾詢問委員是否須要討論你的立法建議，而事務委員會

主席當時已表示同意討論有關建議，並會與政府當局商討時間安排。

我已向事務委員會了解，政府當局已建議事務委員會於 5月 28日的
會議上討論有關議題。 

 
 請你察悉，何俊仁議員亦曾於 1997年 2月 25日，要求當時
立法局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他有關提高喪痛賠償額的

擬議決議案。該事務委員會因當時議程繁重，故於會議上決定不討論

何議員的擬議決議案。其後何議員才向立法會秘書作出預告，擬於

1997年4月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擬議決議案。 

 

 我認為，議員提出立法建議之前，應遵循上述機制，先諮詢

相關事務委員會，讓有關各方可及早提出意見，以便委員會可全面

考慮該立法建議，之後才交由立法會審議 (若該立法建議獲准提出 )。
因此，我決定待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完成討論有關議題後，才考慮

你的擬議決議案可否提出。 

 
立法會主席  

 
 
 
 
 
 

 
2018年4月27日  
 
連附件  
 
副本送：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議員  
 立法會其他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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