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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交的第三次報告  

 

 

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就香港特別
行政區 ("香港特區 ")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人權理事會 ")普遍
定期審議機制提交的第三次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進行的

討論。  
 

 

背景  
 
普遍定期審議機制  
 
2.  人 權理 事會 根據 聯合 國大會 2006 年 3 月 15 日
第 60/251 號決議成立，以取代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其主要職責
包括 "根據客觀和可靠的信息，以確保普遍、平等地對待並尊重
所有國家的方式，定期普遍審議每個國家履行人權義務和承諾

的情況 "。  
 
3.  根據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成員國須向聯合國提交一份報

告，其中內容包括闡釋其推廣和保障人權的框架、履行國際人

權義務的情況、有關方面的成績，以及所面對的挑戰和限制。

聯合國所有成員國的人權紀錄均是每 4 年審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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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次報告 

 
4.  香港特區的首次報告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報告 ("中國
報告 ")的一部分 )於 2008 年 11 月提交人權理事會，以配合人權
理事會就個別成員國的人權狀況進行普遍定期審議。人權理事

會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 ("工作組 ")於 2009 年 2 月 9 日召開審議
會，審議中國報告。工作組的報告於 2009 年 6 月獲人權理事會
通過。工作組對中國所作的報告的節錄 (關乎香港特區的部分 )，
載於立法會 CB(2)2064/08-09(03)號文件的附件乙。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二次報告 

 
5.  香港特區根據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交的第二次報告，於

2013 年 8 月提交人權理事會，作為中國報告的一部分。關於中
國第二次普遍定期審議的審議會於 2013 年 10 月 22 日及 25 日
舉行。2013 年 10 月 25 日，工作組通過其對中國所作的審議報
告。報告中沒有特別關於香港特區的建議。  
 
6.  委員可參閱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2)1265/17-18(04)號文件 ]，以了解事務委員會過往就香港特
區根據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交的首次及第二次報告進行的

討論。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三次報告 

 
7.  按照慣常做法，政府當局已發出香港特區根據普遍定期

審議機制提交的第三次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在 2018 年 4 月
3 日至 5 月 7 日徵詢公眾意見。該報告於 2018 年 8 月提交人權
理事會，作為中國報告的一部分，並於 2018 年 10 月 18 日向公
眾公開。  
 
 
政制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次報告進行的討論 

 
8.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會議上，與團體代
表及政府當局討論香港特區根據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交的第三

次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委員在會議上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

注事項綜述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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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小眾的權利  
 
9.  部分委員不滿，雖然聯合國已多番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立

法保障性小眾免受歧視，但政府當局一直維持其立場，表示此

事甚具爭議性，並會採取措施加深市民對性小眾的權利的認

識。考慮到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在 2016 年 1 月發表的
《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

報告》的結果，委員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就制定相關法例訂定時

間表。  
 
10.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認為，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一事甚

具爭議性，而行政措施及公眾教育對消除此方面的歧視行為同

樣有效。他們進一步建議，此方面的公眾教育應強調維護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所訂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就宗教

組織相關事宜訂明的原則的重要性。  
 
11.  政府當局表示正積極推行過往成立的消除歧視性小眾

諮詢小組所建議的策略及措施，包括：  
 

(i) 透過不同渠道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以及鼓勵
更多機構採納《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 

 
(ii) 自 2018 年 1 月起為性小眾設立 24 小時電話熱線，

以便為性小眾及其家人提供即時支援、輔導和轉介

服務；及  
 
(iii) 為特定範疇的人員 (包括社工、醫護專業人員、人力

資源專業人員及教師 )編製培訓資源，以期提高他們
對性小眾的敏感度。  

 
12.  部分委員關注到，自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在 2015年
12 月完成其工作以來，並無渠道以加強政府當局與性小眾的溝
通。部分委員亦建議，香港特區的第三次報告應涵蓋 "性別承認 "
的事宜，並要求當局提供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的詳細資料。此外，委員認為當局應為雙性兒童提供更妥善的

支援，例如在這些兒童接受相關手術前，為他們提供性傾向

評估。  
 
13.  據政府當局所述，平機會已加強工作，與性小眾保持溝

通，而政府當局亦會研究可如何加強與他們的溝通。政府當局

表示，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已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結束，所接獲的意見書合共約有 17 000 份。政府
當局需要更多時間審閱該等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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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羈留人士的權利  
 
14.  部分委員強調有需要保障被羈留人士的福利和權利。他

們建議當局應設立獨立的組織，檢視及監察懲教機構的運作，

以保障被羈留人士的基本人權。應該等委員的建議，政府當局

已在 2018 年 9 月 11 日就被羈留人士的權利提供書面回應
(附錄 I)。  
 
15.  部分委員關注到，懲教機構圖書館供本地及非本地被羈

留人士借閱的館藏數量和種類有限，以及就被羈留人士借閱書

籍的數目訂定的上限過低。他們認為，其他語言 (例如非洲語言 )
書籍的數目，不足以應付各個國籍的被羈留人士的需要。該等

委員建議懲教機構可透過公共圖書館或相關領事館增添更多書

籍，供非華裔被羈留人士閱讀。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

局已就該等關注事項提供書面回應 (附錄 II)。  
 
第三次報告的涵蓋範圍及公眾諮詢  
 
16.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近年作出種種侵犯人權的行為，包

括中央人民政府涉嫌違反 "一國兩制 "原則作出政治干預、新聞自
由和表達意見的自由倒退，以及以法治作為提出選擇性檢控的

藉口。他們詢問香港特區的第三次報告會否涵蓋該等行為。  
 
17.  政府當局表示對上述言論不表認同。據政府當局所述，

在 "一國兩制 "原則下，各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政府當局強調，
香港是開放的社會，表達意見的自由受到充分保障，香港市民

亦可合法地自由行使其權利。  
 
18.  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第三次

報告，以納入向人權理事會提交的中國報告前，公開該報告的

擬稿讓公眾人士表達意見，以及匯報跟進人權理事會的建議的

工作進展。政府當局表示，按照既定做法，香港特區政府一直

就根據各項國際人權公約 (包括普遍定期審議機制 )提交的香港
特區報告，擬訂該等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在擬備相關報告

前諮詢公眾。根據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交的第三次報告擬涵蓋

的項目大綱已廣泛發給持份者，而政府當局會在人權理事會接

獲第三次報告後公布該報告。政府當局認為，上述要求與既定

做法不符。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已就上述要求提供

書面回應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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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部分委員關注到，由於第三次報告只有 3 頁，因此未必
能包括團體代表就各項事宜 (例如少數族裔人士和殘疾人士的
權利 )提出的意見及建議。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歡迎市民在公眾
諮詢期間表達意見，並會在草擬有關報告時考慮所接獲的意

見。至於少數族裔人士的權利，政府當局表示非常重視支援少

數族裔人士的工作，並已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 5 億
元，以加強相關的支援服務。當局於 2018 年成立由政務司司長
擔任主席的跨政策局督導委員會，以統籌、檢視及監察有關的

支援服務，並加強政府內部協作。  
 
 
近期發展 

 
20.  人權理事會工作組於 2018 年 11 月 6 日舉行審議會，審
議中國提交的第三次報告 (涵蓋香港特區 )，並於 2018 年 11 月
9 日通過關於中國的審議報告。人權理事會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
正式通過其工作組關於中國的審議結果報告。  
 
21.  事務委員會將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的下次會議上，討論
工作組就香港特區進行的第三次審議。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V，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
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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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政制事務委員會秘書

麥麗嫻女士

麥女士：

就黃碧雲議員於政制事務委員會4月30日的會議上有關懲教院所

圖書館的館藏數量和種類的提問，已轉交保安局跟進。經諮詢懲教署

後，我現獲授權回覆如下：

 懲教署鼓勵在囚人士培養閱讀興趣，利用空餘時間閱讀，因此在

各懲教院所設立圖書館，為在囚人士提供合適的書籍。

現時，各懲教院所圖書館的總藏書量超過10萬本，中英文以外的

書籍包括不少於30種不同語言，例如越南文、印尼文、泰文、韓文、

西班牙文、印度文、烏爾都語、斯瓦希里語、沃洛夫語等。此外，各

懲教院所可按需要為不同國籍的在囚人士向其他懲教院所借閱相關語

言的書籍。

 懲教署每年均會撥款予各院所添置新圖書。各院所會因應在囚人

士人口的語言、興趣及學習需要等因素，為圖書館增添合適的書籍。

除各院所的藏書以外，各院所亦會向香港公共圖書館借用合適的圖書

存放於院所圖書館內，並會定時分批更換，以增加可供在囚人士人借

閱圖書的數量及種類。現時各院所向公共圖書館借用的圖書超過七千

本。此外，懲教署會按既定機制接受外界機構或人士捐贈的圖書，包

括中英文及其他不同語言的書籍。

立法會 CB(2)1551/17-18(01)號文件  
附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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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囚人士可借閱圖書的數量及借用期限，院所主管會因應資

源及在囚人士的需要作彈性處理。一般而言，在囚人士每次最多可借

閱三本書刋，每次借閱期為一至二星期。

 懲教院所管方會就在囚人士借閱圖書的安排不時檢討及優化，以

配合在囚人士的需要。

保安局局長

(陳元德 代行) 

副本抄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經辦人：李矜持女士）

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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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交的第三次報告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1 月 19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 年 7 月 7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3 年 2 月 18 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3 年 12 月 16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4 月 3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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