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CB(2)1626/18-19(01)號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保安局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ecurity Bureau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本函檔號 Our Ref.: 

來函檔號 Your Ref.: 

竜話號瑪 TEL. NO. : 2810 2329 

傳真號碼 FAX. NO. : 2524 3762 

香港

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806 室

立法會田北辰議員

田議員：

有關《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修訂）條例草案》

5 月 2 日及 5 月 15 日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的來信收悉。我獲授權回覆如下。

《條例草案》的目的

《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

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處理兩個

問題：第一，是提供法律基礎，讓特區政府可以作出必

須的準備安排工作，讓 2018 年初在台灣發生的殺人案

的疑犯得以在台灣接受審訊；第二，是同時堵塞現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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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逃犯及刑事事宜司法協助制度的漏洞，包括現時《逃

犯條例》（第 503 章）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 章）的地理限制和當中一部分不切實可行的操

作程序。現時《逃犯條例》的個案形式移交的機制，在

操作上有不切實可行的困難，所以在過去近 22 年一直

未曾動用。政府的建議是經過審慎考慮，以達致上述的

兩個目的。

田議員提出的方案

(a)先處理台灣殺人案

先處理台灣殺人案的建議並非－個全面達致上

述政策目標的方案。台灣殺人案已說明類似的嚴重罪

行，絕對有可能發生在任何與香港未有長期協定的地

方，問題只是何時何地，以及哪個是不幸的受害人。我

們有必要盡快填補現時制度上的缺陷，不容許嚴重罪犯

藏身於香港以規避法律制裁，更有可能威脅我們的安

全。事實上，因為沒有法律基礎，我們共有五宗嚴重刑

事案件（包括台灣殺人案）未能處理，過往亦拒絕了九

宗外國個案移交請求。

《條例草案》的建議是為了讓香港特區將來可以

同－標準及互相尊重的原則，與未與香港特區簽訂長期

移交協定的司法管轄區在有需要時，以有效的個案形式

合作處理雙方都認為需要處理的嚴重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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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港人港審」

田議員建議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境外干犯刑事罪

行不予移交犯罪地，而是在香港就這些人進行起訴。

香港是個普通法法域，在刑事司法管轄權方面奉

行「屬地原則」，一般只會在全部或部分犯罪行爲發生

在境內，才會行使司法管轄權。只有在特別情況下，例

如是基於履行某些國際義務，才會賦予香港法院權力行

使域外司法管轄權。譬如《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

第 153P 條便賦予香港法院域外司法管轄權，審理身為

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於香港的人於境外干犯以未

滿 16 歲兒童為對象的指明的性罪行。該條文的立法原

意，是要打擊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以作為履行香港

適用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其中一項措施。

除了上述的原則性問題外，就完全發生在香港

境外的罪行行使管轄權，也涉及取證和檢控一方履行披

露材料責任的實際問題。由於犯罪行爲發生在境外，我

們必須向犯罪地的政府機關尋求司法互助，以取得證

據，能否成功是－個問題。即使拿到證據，證據材料能

否符合香港特區法院接納證據的要求，是另一個重要的

實際問題。而且，在刑事檢控的法律程序中，檢控一方

有披露材料的責任。但由於證據來自境外及大部份調查

過程在犯罪地發生並由當地的執法機關負責，香港控方

難以確保犯罪地機關會披露所有相關材料。儘管控方對

此沒有過失，然而被告人可以基於沒有獲得應予披露材

料引致無法得到公平審訊的理由，申請永久擱置法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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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這建議會對香港的刑事法律和制度帶來根

本性的改變。因此，經過謹慎考慮，我們認為《條例草

案》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標，並沿用尊重由犯罪地進行管

轄的原則，也符合特區政府一貫透過司法互助打擊犯罪

的政策。

國民不移交

《聯合國引渡示範條約》第 4 條中指出，如被移

交者為被請求國國民，可拒絕移交。該條文為酌情拒絕

移交的考慮，亦指出如被請求方因此拒絕移交，則應在

對方提出請求的情況下將案件交由其主管當局審理，以

便就作為請求移交原因的罪行對該人採取適當行動。香

港現時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的長期協定亦保留國民

不移交的權利。

因此，儘管聯合國範本內有酌情拒絕移交國民

的條文，範本並沒有條文強制被請求方在以國民為由拒

絕移交的情況下就案件進行檢控，因為被請求方能否就

案件進行審理須視乎被請求方的法律和個別案情。

如果將香港永久性居民不移交原則條文納人

《條例草案》作為強制拒絕移交的條文，同樣會與香港

實行的「屬地」管轄原則不相符，亦會出現實際檢控時

出現的取證、證據質素和控方披露材料的問題。若另一

宗類似台灣殺人案的嚴重案件再發生，如行劫、強姦，

而逃犯又不如現時台灣殺人案的疑犯在香港涉及本土

罪行（即此案的洗黑錢罪），政府便因其只在域外犯罪

而無法處理，疑犯可避罪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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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額外保障措施

政府當局本着處理特別移交安排時的保障「只會

多，不會少」的原則，並仔細考慮了各界提出的具體意

見和關注，為釋除疑慮，認為可就《條例草案》下的特

別移交安排，在三方面接納額外保障措施：（－）收窄

特別移交安排的適用範圍至最嚴重罪行；（二）在啟動

特別移交安排時加入更多限制；及（三）加強保障被移

交人士的利益。上述額外保障／承諾將按情況需要寫在

個案式移交的協定中，按照《條例草案》的建議，任何

特別移交安排須受該等寫在個案式移交的協定中的額

外保障／承諾所規限。再者，當事人若認為協定列出的

保障／承諾有不足之處，或他的權利會因此而受損，可

以在司法覆核程序中提出讓法庭考慮。

收窄特剧移交安捺旳適甩籤圍至晨嚴重罪存

根據《條例草案》的原本建議，特別移交安排涉

及的罪行的最高刑罰必須為三年以上監禁，並在香港可

循公訴程序審訊。有很多意見認為草案既然是針對沒有

長期協定的特別移交安排，應只處理特別嚴重的罪行，

因此應該把罪行門檻提高，包括建議把逃犯所犯罪行的

最高監禁年期提高至五年、七年甚或十年。由於特別移

交安排屬未有長期移交安排的補充措施，政府接受應處

理最嚴重的罪行。考慮到最嚴重的罪行在香港會在高等

法院原訟法庭審理，涉及的都會是屬於可判最高刑罰為

七年或以上監禁的罪行，政府已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把特別移交安排的罪行定於可判處最高刑罰

七年或以上監禁。這點亦是閣下其中一項建議。



- 6 -

在啟動特剧夢交安捺晤血人更多隈剷

根據《條例草案》內建議新訂的法律條文有提

及，特別移交安排除了必須符合《逃犯條例》的各項規

定外，如個別情況需要，可在安排加入條文，以進一步

限制可移交的情況（例如額外保證）。

針對社會關注逃犯被移交後在審訊中的權利，我

們認同可要求請求方就特別移交安排加人包括無罪假

定、公開審訊、有律師代表、盤問證人權利、不能強迫

認罪、上訴權等符合一般人權保障的保證。若請求方未

能符合相關要求，行政長官有全權決定不處理請求。特

別移交安排的文本會交付法庭，法庭會就交付拘押作公

開聆訊。此外，當法庭作出交付拘押令後，行政長官作

最後決定是否移交時，亦可用人道或其他理由不進行移

交 。

請求方亦需要作出保證，有關罪行的有效的檢控

期尚未屆滿，或不屬於因任何原因而可免予起訴和懲

罰，例如特赦。

力0強尿障茨夢交人士旳莉益

鑑於公眾關注請求方提出移交的嚴謹性和怎樣

處理內地請求的情況，我們參考一般國際做法，認為特

區政府應只處理由當地中心機關（有別於地方機關）提

出的請求。以內地為例，特區政府只處理由最高人民檢

察院提出的移交請求，其他的不作處理。同樣地，在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方面，就證據／證人的協助，特區

政府只處理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請求；就限制／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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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罪得益方面，特區政府只處理由最高人民法院提

出的請求，其他的不作處理。

有意見認為，需被移交的香港人，在定罪後應可

申請回港服刑，這可讓他在語言、習慣等熟悉的環境服

刑，有助於其更生，家屬也容易進行探望。我們同意這

意見的方向，並會按現行《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第

513 章）的安排，協助被判人士回港服刑。由於該條例

目前並不適用於內地，我們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會與

內地跟進這項工作。

為了更照顧被移交人士的利益，我們會以個案方

式，商討移交後的探望問題，通過合適的方法，包括領

事（如移交給外國）、官員探望或其他特別合作安排處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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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