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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公安條例》  
(第 245 章 ) 

 
《禁區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連接路 )令》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連接路禁區 (准許進入 )公告》 

 
 

《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 

 
《2017 年入境 (羈留地點 )(修訂 )令》  

 
 

《入境事務隊條例》  
(第 331 章 ) 

 
《2017 年入境事務隊 (指定地方 )(修訂 )令》  

 
引言  
 
 為配合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香港口岸」 )於大橋通車

時投入運作，我們須制訂與香港口岸運作有關的技術性附屬

法例。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相關立法工作。  
 
2. 在2017年9月26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根據《公安條例》(第245章 )第36(1)條，制訂附件A所載

的《禁區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連接路 )令》 (「禁區



 
 

令」 )，將香港口岸及附近相關道路 (包括港珠澳大橋香港連

接路 (「香港連接路」 ))劃作禁區。   
 
3. 為了給予過境旅客及司機一般性許可，以進入或離開禁

區，警務處處長已根據《公安條例》第38A條發出附件B所載

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連接路禁區 (准許進入 )公告》

(「公告」 )。  
 
4. 保安局局長已根據《入境條例》 (第 115章 )第 35(1)條及

《入境事務隊條例》 (第331章 )第 13A(9)條，分別制訂附件C
所載的《 2017年入境 (羈留地點 )(修訂 )令》及附件D所載的

《2017年入境事務隊 (指定地方 )(修訂 )令》(下文一併簡稱「修

訂令」)，以便如其他某些管制站的做法一樣，在香港口岸設

立羈留所，供入境事務處執行日常出入境管制及執法之用。  
 
 
理據  
 
禁區令  
 
5.  港珠澳大橋是首條連接粵港澳三地的跨境陸路連繫。一

個新管制站 (即香港口岸 )將設於香港國際機場東面，為使用

港珠澳大橋的跨境旅客、車輛及貨物提供通關設施。香港口

岸會經香港連接路 (一條長12公里的雙程三線分隔車道 )連接

港珠澳大橋主橋。禁區令 (附件A)附有一幅地圖 (位置地圖 )，
顯示香港口岸及香港連接路的位置。    
 
6.  根據警方的經驗，陸路邊境管制站是某些非法活動 (例
如扒竊、非法入境及走私 )的黑點。現時香港的所有陸路邊境

管制站均根據《公安條例》或《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

(第591章 )實行禁區式管理，我們認為有需要跟隨其他陸路邊

境管制站的做法，將香港口岸和相關範圍劃作禁區。否則，

鑑於其範圍廣闊兼預計旅客流量高，香港口岸將面對各類治

安問題，並可能成為罪犯從事非法活動的溫床，嚴重影響香

港口岸的運作。建議的禁區限制應在保安局局長指定的日子



 
 

生效 (即港珠澳大橋及香港口岸啓用當日 )。  
 
7. 根據禁區令擬設的禁區涵蓋以下各部分：  
 

(a) 香港口岸清關區及相關範圍  — 利用港珠澳大橋

出入境的旅客、車輛和貨物會在香港口岸旅檢大

樓、車輛通關廣場以及旅遊車及穿梭巴士檢查亭辦

理清關、出入境及檢疫手續。為減低清關、出入境

及檢疫工作受到的影響，擬設的禁區應涵蓋所有上

述範圍和其他「清關後」範圍 1。但有關範圍不包

括為便利旅客使用香港口岸而容許公眾無需禁區

通行證進入的設施，例如：私家車上落客區、公眾

停車場、公共運輸交匯處，以及開放予公眾的零售

設施。香港口岸內擬設的禁區範圍見附於禁區令的

地圖1(附件A)；  
 

(b) 通往香港口岸的道路  — 為免車輛意外闖入香港

口岸禁區，以致不必要地阻礙區內交通，通往香港

口岸禁區的道路亦應劃為禁區，這與香港其他陸路

邊境管制站的做法一致。有關範圍亦見附於禁區令

的地圖1(附件A)；以及  
 

(c) 香港連接路—連接香港口岸和港珠澳大橋主橋的

整段香港連接路，位處「清關後」範圍，為保安理

由和執行出入境管制起見，整段香港連接路應劃為

禁區，以便有效執法。有關範圍見附於禁區令的地

圖2至5(附件A)。  
 
8. 考慮到港珠澳大橋管制站的具體情況，禁區須以立體方

式劃定，即參照水平和垂直界線界定禁區的範圍。深圳灣口

岸港方口岸區和深圳灣公路大橋亦以此立體方式劃定禁
                                                 
1 「 清 關 後 」 範 圍 指 僅 供 已 辦 妥 出 境 手 續 的 離 港 旅 客 或 有 待 辦 理 入 境 手

續 的 抵 港 旅 客 進 入 的 範 圍。就 香 港 口 岸 而 言，「 清 關 後 」範 圍 包 括 位 於
旅 檢 大 樓 以 北 的 跨 境 巴 士 及 跨 境 穿 梭 巴 士 上 落 客 區 以 及 附 近 相 關 的 接
駁 路 等 。  



 
 

區。香港口岸及相關範圍須採用立體方式劃定禁區的原因，

是因為香港口岸內建有重疊的高架橋／道路，而禁區內若干

位於其他高架橋／道路正上／正下方的高架橋／道路，應保

留為非禁區。此外，由於船隻會在香港連接路下航行和駛

過，該連接路下方的海面空間不得劃為禁區。  
 
9. 禁區的下垂直界線按每區的具體情況而定 (例如該區是

否存在地下建築物以及重疊的高架橋／道路 )。至於上垂直界

線，考慮到擬設的禁區範圍鄰近機場，我們打算涵蓋擬設禁

區範圍內所有建築物的頂端，但不包括飛機可能飛行的上

空。由於擬設禁區範圍內最高建築物的高度為標高香港主水

平基準以上約70至80米，在諮詢民航處後，我們建議整個擬

設禁區範圍的上垂直界線，為標高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80
米，但同時不能高於相關地區根據《1997年香港機場 (障礙管

制 )(第 2號 )令》 (第 301D章 )第 3(1)條指明的限制高度 (即基於

航空安全而設的建築物最高可建高度 )。由於該地區可建的建

築物的高度必低於限制高度，因此根據上述方法設立的上垂

直界線能達到我們的政策目的。禁區令除以文字表述禁區的

水平和垂直界線外，亦以一套地圖準確描述擬設的禁區。  
 
公告  
 

10. 跟隨其他陸路邊境管制站的做法，在劃定禁區後，警務

處處長需要根據《公安條例》第 38A條發出公告，給予過境

旅客及司機一般性許可，以進入或離開禁區。這項許可旨在

為過境旅客及司機提供便利，讓他們無需禁區通行證進入或

離開禁區。公告的生效日期會與上述劃定禁區的日期看齊。  
 

11. 附件B所載公告第1條訂明，公告的生效日期為保安局局

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第 3條訂明，附表第 2部第 2欄所

訂明類別的人士只要符合適用於該類別人士的條件，可獲准

於任何時間進入或離開禁區。  
 
12. 附表第2部准許跨境陸路車輛的司機、陸路車輛的跨境

乘客以及僅為乘搭跨境陸路車輛而進入上客區或旅檢大樓



 
 

但尚未登上該車輛的離港旅客，在符合該部第 3欄訂明的條

件下，進入或離開禁區。  
 

修訂令  

 

13.  除了禁區令及公告外，我們還需要制訂附屬法例，以便

如香港國際機場、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管制

站等其他管制站的做法一樣，在香港口岸設立羈留所，供入

境事務處執行日常出入境管制及執法之用。有關附屬法例亦

應在港珠澳大橋和香港口岸啓用時生效。  
 
14. 載於附件C和附件D的修訂令第1條訂明，修訂令將於保

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生效。《2017年入境 (羈留地

點 )(修訂 )令》第2條修訂《入境 (羈留地點 )令》(第115B章 )附
表 3，加入有關在香港口岸內增設羈留所的條文。而《 2017
年入境事務隊 (指定地方 )(修訂 )令》第2條亦對《入境事務隊

(指定地方 )令》 (第331B章 )的附表作出同樣修訂。  
 
 

立法程序時間表  
 
15. 以上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17年10月6日  
  
呈交立法會  
(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 

2017年10月11日  

  
生效日期  保安局局長在憲報刊登

公告指定的日子，即港

珠澳大橋和香港口岸啓

用當日  
 
 



 
 

建議的影響  
 
16.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會

影響《公安條例》、《入境條例》(第115章 )和《入境事務隊

條例》(第331章 )現時的約束力，對財政、公務員、經濟、競

爭、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展、家庭或兩性亦無影響。  
 
 
公眾諮詢  
 
17. 我們於2017年7月 27日提交參考便覽，知會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有關修訂法例的建議，議員並無提出疑問或異

議。  
 
 
宣傳安排  
 
18. 我們將於2017年10月4日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

答覆傳媒和公眾查詢。禁區令即將生效時，我們會採取適當

措施通知香港口岸的使用者 (包括香港和內地的旅客或司機 )
有關禁區的詳情，確保人流和車流暢通。  
 
 
查詢  
 
19.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可與保安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林俊華先生聯絡 (電話：2810 2506)。  
 
 
保安局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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