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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死亡個案調查與死因裁判法庭的死因研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死因裁判法庭在死亡個案

調查及死因研訊方面的工作。  
 
 
背景  
 
2 .   有委員曾詢問關於死因研訊個案與法庭命令提交進

一步死亡調查報告個案兩者數目的差異，以及關於死因研訊

平均輪候時間的事宜。  
 
 
相關法例條文  
  
3 .  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50 4 章）（ “ 該條

例”）第 9 (1 )條，死因裁判官可調查須予報告的死亡個案 1；或

其認為基於公眾利益而應調查的任何其他死亡個案。第 9 ( 2 )條
述明調查的目的是調查某人死亡的原因及與其死亡有關的情

況。  
 

                                           
1  須予報告的死亡個案指該條例附表 1 第 1 部所指明的死亡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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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根據該條例第 1 4( 1 )條，凡任何人突然死亡、因意外

或暴力而死亡、或在可疑情況下死亡，又或有任何人的屍體在

香港被發現或被運入香港，則死因裁判官可以就該死亡個案進

行研訊。第 1 4 (2 )條進一步規定，死因裁判官根據第 14 條進行

研訊，可在陪審團參與或沒有陪審團參與的情況下進行。  
 
5 .  然而，若有人在受官方看管時死亡，根據該條例第

1 5 條，死因裁判官必須在有陪審團參與的情況下就該宗死亡個

案進行研訊。  
 
6 .  根據該條例第 27 條，研訊的目的是研究死亡個案的

原因及與其有關的情況。為此目的，研訊的程序及在研訊中提

出的證據須專注於在可予確定範圍內確定以下事項，當中包括

死者的身分；死者是如何、何時和在何處死亡；以及死因裁判

官／陪審團就死亡個案所達致的結論等。  
 
 
實務及運作  
 
7 .  每宗須予報告的死亡個案均備有警方的調查報告和

臨床病理學家或法醫科醫生的驗屍報告等相關報告作依據，死

因裁判官均會予以考慮。在考慮相關資料，包括病理學家和醫

生的專家意見、死者的病歷、致死經過和警方的調查結果後，

如死因裁判官認為有足夠資料讓其根據該條例第 9 條行使權力

和履行職責，而死亡個案的死因及相關情況已然清晰，個案亦

不存在可疑之處，則案件可告終結。生死登記官會獲告知該決

定，繼而爲死亡個案辦理死亡登記。  
 
8 .   若死因裁判官認爲需就死亡個案作進一步調查，法

庭便須下令警方作進一步調查，並在合適的情況下尋求專家的

獨立意見。進一步調查以及擬備獨立專家報告所需的時間，取

決於個案有何方面需要進一步調查以及有關專家的有空檔期。

視乎案件本身的情況，進一步調查過程需時 6 個月至 1 年甚或

更長時間方可完成，並非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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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當一切所需資料準備就緒，以及考慮死亡個案的所

有情況後，死因裁判官須決定是否進行死因研訊。除受官方看

管期間死亡的個案按法律規定須進行研訊外（見上文第 5
段），其他死亡個案進行死因研訊與否，會由死因裁判官按每

宗個案的情況，在充分考慮所有與死亡個案相關的事實後作決

定。若某死亡個案被認爲無需進行死因研訊，案件將隨之終

結。  

 
1 0 .   除非某些死亡情況根據法律規定必須在有陪審團參

與的情況下進行死因研訊，否則死因裁判官亦會決定研訊在有

或沒有陪審團參與的情況下進行。   

 
 
死因裁判法庭的工作量  

 
1 1 .   過去 3 年向死因裁判官呈報的死亡個案、須作進一

步調查的死亡個案，以及死因裁判官該年下令進行死因研訊的

個案數目如下：   

 

年份  ( a )  

向死因裁判官呈

報的死亡個案

（宗）  

( b )  

須作進一步調查

的死亡個案

（宗）  

( c )  

排期進行的死因

研訊（宗）  

 

2 016  1 0  7 73  7 30  8 3  

2 017  1 0  7 68  1  12 8  1 31  

2 018  1 0  9 76  1  08 3  1 67  

 

1 2 .   就須作進一步調查的死亡個案而言，若死因裁判官

認爲警方所進行的調查已提供足夠資料，而死亡原因和有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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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清晰無疑，死因裁判官便會決定不就死者的死亡進行研訊。

大部分須作進一步調查的個案最終都不需要進行死因研訊。過

去 3 年，法庭命令進行死因研訊的個案數目只佔須作進一步調

查的個案總數 1 1%至 15 %不等。  

 
1 3 .  如上表所反映，20 16 至 2 018 年間死因研訊數目有

所增加。事實上，近年來家屬、其法律代表或與死亡個案有利

害關係的人要求進行公開研訊的個案數目有所上升。當中有不

少是涉及與醫療或手術事故有關的死亡。由於涉及的某些爭論

點遠較以往的個案複雜，故此警方所需的調查時間亦會較長；

而若死因裁判官指示進行研訊，所需的聆訊日數亦會較多 2。    
 
 
輪候時間  
 
1 4 .  若死因裁判官在警方完成所有進一步調查，以及考

慮所有情況後，決定就死亡個案進行研訊，案件便會排期進行

聆訊。死因裁判法庭已排期案件的輪候時間由死因裁判官命令

進行研訊當天起計算至聆訊的第一天。過去 3 年在死因裁判法

庭已排期的研訊平均輪候時間如下：  

 目標  2 016  2 017  2 018  

平均輪候時間

(日 )  
4 2  3 9  7 9  6 5  

  
1 5 .  根據運作經驗，除法庭有否空檔外，死因研訊的

聆訊輪候時間取決於多項因素，而當中一些因素並非法庭所

能控制。例如案件的複雜性會影響所需的證人數目和聆訊日

                                           
2   就導致研訊數目上升以及聆訊時間較長等因素的觀察，可參閱《2018 年

死因裁判官報告》第 4 頁第 7 段（中文部分）或第 29 頁第 7 段（英文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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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而證人（包括專家證人）以及相關各方的法律代表的有

空檔期，均會直接影響研訊可排期的時間。  

 
1 6 .  有需要時，司法機構會委任一名暫委死因裁判官

以減輕死因裁判官的工作量。    

 
1 7 .    司法機構會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並致力改善輪候時

間。  
 
 
結語  
 
1 8 .  請各委員省覽本文件的内容。  
 
 
 
 
司法機構政務處  
2 019 年 1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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