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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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來信收悉，來信現轉

予保安局回覆。我獲授權回覆如下：

這次修例主要針對犯了嚴重刑事罪行的罪犯，並不是針對

某個司法管轄區而作出，亦不會改變香港過去22年來行之有效丶

有政府及法庭嚴格把關的移交逃犯制度。現行 《 逃犯條例 》

（第 503章）下的所有人權和程序保障將會維持不變。正如政府多次

重申，建議的「特別移交安排」是要補充移交逃犯長期安排制度

的不足，使在未有長期移交安排下仍可與世界上其他司法管轄區

以「特別移交安排」的形式有效地處理逃犯問題。

現行 《 逃犯條例 》 對可移交罪行的規定為有關罪行要符合

「雙重犯罪」的原則，即在請求方及被請求方兩個司法管轄區同

樣構成罪行 。 根據 《 逃犯條例》第 2(2)(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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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方面就該人的某行為而尋求移交該人到該地方，

而假使該行為是在香港發生的話，構成該行為的作為或

不作為即會構成符合以下說明的罪行－

(i) 屬附表一指明的任何類別；並且

(ii)在香港可就其判處超過 12 個月的監禁或任何較重的

懲罰。＂

就「特別移交安排」而言，有關「雙重犯罪」的原則亦載

於《條例草案》建議在《逃犯條例》新加入的第3A(5)條。在確定

某罪行是否屬於移交請求方和被請求方的法律均構成犯罪，須要

考慮被尋求移交的人被指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全部而決定，不論

雙方的法律對該罪行所規定的構成因素或定義是否相同。簡言

之，「雙重犯罪」的原則是以「行爲」論定。

有關「特別移交安排」涵蓋的罪類方面，政府基於收到的

意見，在「特別移交安排」的政策目的及市民的意見之間謀取平

衡，建議「特別移交安排」涵蓋的罪類限制於37項，當中有涉及

危害人身安全（如《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下的謀殺、傷人

罪等）、對財產的損害（如《盜竊罪條例》（第210章）下的搶劫丶

入屋犯法罪等）、危害婦孺及弱小（如《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章）

下的強姦、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性交罪等）、破壞公共安全（如

《火器及彈藥條例》（第238章）下的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罪、《刑

事罪行條例》（第200章）下的製造或管有炸藥罪等）、違反司法公

正（如《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下的使用虛假誓章、宣誓下

作假證供罪等）、貪污舞弊（如《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下的

賄賂、代理人的貪污交易罪等）等。而且，可移交的罪行的最高

判刑必須為七年或以上監禁的可公訢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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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來信要求將 《 逃犯條例 》 應用於「特別移交安排」的

37 項罪類與內地相應罪行比較，由於香港特區只應用香港法律，

我們也並非內地法律專家，因此不能輕率作出比較。未來在每宗

移交個案中，有關當局會根據個案事實及請求方提供的罪行資料

審視是否符合「雙重犯罪」等相關問題。

保安局局長

（徐詩妍 匱 代行）
副本送：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

2019 年 6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