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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調查(2019年公共秩序)條例草案》 

簡介 

背景 

政府在 2019年 2月提出《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 修

訂 ) 條例草案》然而，政府在提出這立法建議後，在社會引起極大爭議，

並在 2019 年 6 月起引發連場大型及激烈的示威活動。儘管政府最終於

2019 年 10 月正式撤回草案，但社會衝突未有平息。有意見認為，是因政

府未能回應社會各界人士對由 2019 年 6 月至今的社會衝突進行全面的調

查和檢討。就此，梁繼昌議員提出《公共調查(2019 年公共秩序)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成立一個具法定權力的調查委員會，就 2019年 6至

10月在香港發生的公共秩序事件進行全面調查和檢討。 

目的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就以下事宜設立調查委員會：(a) 有關 2019年

6至 10月在香港發生的公共秩序事件；(b) 導致或有關於 2019年 7月 1日

襲擊立法會大樓事件及其後的事宜；及(c) 與上述事宜相關的目的；以及

就調查委員會的運作、程序及權力訂定條文。 

調查委員會的構成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任一個由 5 名委員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及委任其

中一名委員為委員會的主席；並委任委員會秘書、助理秘書及其他職員和

委任一名或以上的資深大律師和大律師為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對委員會的委任，須在憲報公布。 

調查委員會的工作範圍 

一、 調查及查明導致公眾反對《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

例(修訂)條例草案》的事實，包括但不限於行政會議就該條例草案的

處理，從向立法會提出該條例草案到行政長官於 2019 年 6 月 15 日

宣布停止有關該條例草案的工作； 

二、 調查及查明有關於 2019 年 6 至 10 月期間及前後，在公眾秩序事件

及其他形式的示威或集會中，示威者、香港警察、記者及公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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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所發生的衝突的事實，包括但不限於確認任何人(無論是在香港

或其他地方)是否試圖挑起衝突、針對衝突採用過度的武力或以其他

方式促進或鼓勵衝突的負責； 

三、 建議行政會議在考慮或提出相當可能被視為有爭論的法例時，應當

採用的協商措施及其他步驟； 

四、 建議應採取的適當措施以維持公共秩序及在和平情況或其他情況

下，對大量人數時採取的警務工作； 

五、 建議有利於在社會獲取共識及實現和解的措施，以及委員會認為合

適的其他建議； 

六、 按全權酌情決定權提出認為合適的其他建議。 

 

調查委員會的工作限期 

委員會須於條例生效日期後 1 個月內進行調查研訊，在不遲於本條例生效

日期的 6 個月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有關委員會的工作的中期報

告，並在不遲於條例的生效日期後的 12 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提交委員會的最終報告。 

 

調查委員會的權力 

一、 委員會可以： 

(a) 收取及考慮以口頭證據、書面陳述、文件或其他方式提供的任

何資料，以及決定收取該等資料的方式； 

(b) 傳召任何人出席作證或出示任何物品或文件； 

(c) 發出逮捕令，以強迫任何不遵從傳票出席研訊的人出席； 

(d) 要求出席研訊的人回答由委員會提出或經委員會同意而提出的

所有問題，和要求該人出示其管有或控制的任何物品或文件； 

(e) 判給任何到委員會席前的人一筆款項，該款項為委員會認為代

表該人因到委員會席前所花時間而蒙受的損失； 

(f) 進入及視察任何處所，以及發出手令以搜查處所，並在其內檢

取手令所指明的任何物品或文件或任何類別的物品或文件(就

調查研訊而言，該等物品或文件相當可能具有可作為證據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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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需要收取的證據關於屬法團或非屬法團的政府部門、公共機構或

任何其他團體或個人的行為或管理時，委員會可按財政司司長批准

的薪酬條款，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的審查員查閱該機構或團體的所

有簿冊及文件或與該機構或團體事務有關的所有簿冊及文件。 

 

調查研訊的進行 

委員會可 決定任何人—— 

一、 以口頭作證時須採用的方式，及指明該人無須經接受訊問即可用接

受盤問方式作證；及 

二、 向委員會陳詞、就何事陳詞及各人陳詞的次序。 

 

由他人代表的權利 

一、 任何人如其行為是調查標的，或受牽連或牽涉在調查標的內，則除

《條例草案》第 5條另有規定外，該人有權在調查研訊中由大律師

或律師代表。 

二、 委員會須決定某人的行為是否為《條例草案》第 5條第(1)款的調查

標的，或某人是否在任何方面受牽連或牽涉在調查標的內。 

三、 除《條例草案》第 5條另有規定外，行政長官、任何政府部門及任

何公職人員均有權在調查研訊中由律政人員或由大律師或律師代表，

該律政人員、大律師或律師可 —— 

(a) 就政務司司長或律政司司長對其指示的任何事宜，向委員會陳

詞；及 

(b) 就任何事宜，以委員會允許的形式出示證據。 

四、 委員會可委任律政司司長所提名的律政人員或委任一名大律師或律

師作為委員會的代表律師。 

 

在民事及刑事法律程序中使用證據 

任何人在委員會席前提供的證據和委員會的任何裁斷或結論，不得在由該

人提出或針對該人提出的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針對該人

或他人的證據，但如該人被控以《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章)第 V部(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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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作假證供)所訂的任何罪行，或根據《條例草案》第 9或 10條被檢控，

則屬例外。 

 

向委員會的審查員出示文件及提供證據 

一、 公共機構或其他團體的所有高級人員及代理人，均有責任向根據

《條例草案》第 5(1)(n)條獲委查閱該機構或團體的簿冊及文件的審

查員，出示所有在他們保管或權力管轄下的該機構或團體或任何其

他團體事務的簿冊及文件，或與該機構或團體或任何其他團體事務

有關的簿冊及文件。 

二、 《條例草案》第 9條中，凡提述公共機構或其他團體的高級人員或

代理人之處，須包括過去及現在的高級人員或代理人。當中，代理

人 (agents) 包括該機構或團體的銀行及律師，以及任何獲該機構或

團體委聘為核數師的人，不論該人是否該機構或團體的高級人員。 

 

就藐視調查委員會的行為訂立罪行 

一、 任何人 —— 

(a) 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根據《條例草案》第 5條發出的傳票所指

明的時間及地點出席； 

(b) 拒絕應根據《條例草案》第 5條提出的要求而作出宗教式或非

宗教式宣誓； 

(c) 拒絕回答由委員會提出或經委員會同意而提出的任何問題，或

拒絕應根據《條例草案》第 5條提出的要求，出示其管有或控

制的任何物品或文件； 

(d) 身為《條例草案》第 9條所指的公共機構或其他團體的高級人

員或代理人 —— 

 (i) 在有委員會委出後，意圖避免出示或阻止出示在有審查

員根據《條例草案》第 5(1)(n)條獲委任時他或她會有責

任向審查員出示的任何簿冊或文件，而將該等簿冊或文

件銷毀、隱藏、污損或帶走；或 

 (ii)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拒絕向獲如此委任的審查員出

示任何該等簿冊或文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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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拒絕回答獲如此委任的審查員

就該機構或團體或任何其他團體的事務而提出的問題，

而該等其他團體須為審查員獲委查閱其簿冊及文件的團

體； 

(e) 故意中斷委員會的調查程序的進行，或在委員會的任何聆訊中

有其他不當行為； 

(f) 經被傳召出席而在未經委員會允許下離開委員會正進行研訊的

地方， 

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及監禁 3個月。 

二、 任何人 —— 

(a) 故意妨礙或阻嚇任何人出席、作證或出示任何物品或文件； 

(b) 因某人曾到委員會席前而對他或她加以威脅或侮辱，或導致他

或她蒙受任何損失； 

(c) 因任何委員執行其作為委員的職責而在任何時間對他或她加以

威脅或侮辱，或導致他或她蒙受損失； 

(d) 故意中斷委員會的調查程序的進行，或在委員會的任何聆訊中

有其他不當行為； 

(e) 經被傳召出席而在未經委員會允許下離開委員會正進行研訊的

地方； 

(f) 發表或以其他方式披露委員會禁止其發表或披露的資料； 

(g) 發表或以其他方式披露委員會在非公開研訊中收取的資料，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00及監禁 1年。 

三、 在根據《條例草案》第(2)(e)款提出的檢控中，如被控人能提出證

明，令法院信納他或她不知道所發表或披露的資料是委員會在非公

開研訊中收取的，而他或她亦無任何理由知道該事實，即為好的免

責辯護。 

 

由委員會處理的藐視罪 

一、 委員會可將在其席前所犯的《條例草案》第 10條所指明的任何罪行

作為藐視罪而循簡易程序處理，並可施加該條訂明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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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並非在委員會席前所犯的藐視罪，可傳召犯罪者於傳票上指明

的時間及地點到委員會席前，當場提出其不應因該藐視罪而被判處

刑罰的因由，委員會亦可施加《條例草案》第 10條訂明的刑罰。 

三、 委員會可發出逮捕令，以強迫任何不遵從根據《條例草案》第 10條

第(2)款發出的傳票的人出席。 

四、 如委員會認為該藐視罪已予抵償，可減免監禁刑罰。 

五、 任何人因委員會在行使《條例草案》第 10條第(1)或(2)款所授予的

權力時所作的任何決定、命令或判處而感到受屈，可按照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訂立的規則，向原訟法庭法官提出上訴。 

 

委員會具有法官的權力 

為強制執行任何已施加的罰款的繳付，或為使任何逮捕令或監禁刑罰得以

執行，或為其他類似目的，委員會具有法官的權力。在行使該等權力時及

為發出手令、傳召任何人及行使其他類似權力，主席可以以委員會名義作

出一切必要的作為。 

 

調查研訊屬司法程序 

一、 調查研訊須當作為司法程序。 

二、 任何行為，假若對原訟法庭或法官作出會構成藐視原訟法庭罪或藐

視法官罪，即屬藐視委員會罪，可由原訟法庭法官作為藐視原訟法

庭罪處理及施加懲罰。 

 

對委員會及證人的保障 

一、 委員無須因其以委員身分真誠作出的任何作為或任何事情，而在任

何訟案或其他法律程序中負上法律責任；除《條例草案》第 14(1)條

外，不得當作限制原訟法庭就在委員會席前進行的調查程序而作出

履行義務令、移審令或禁止令的權力。 

二、 在委員會席前提供的所有證據均享有絕對特權，提供該等證據的證

人無須因該等證據而在任何訟案或其他民事法律程序中負上法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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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到委員會席前的律政人員、大律師或律師，不論是根據或憑藉《條

例草案》第 7條以委員會的代表律師身分或以其他身分出席，其所

享有的豁免權。 

 

警方及執達主任須協助委員會 

在進行調查研訊時，警務人員及法院執達主任須協助委員會。 

 

調查研訊費用 

調查研訊的費用，包括根據《條例草案》第 5(1)(h)條判給的款項，須由香

港政府一般收入支付。 

 

對發表真實記載的人的保障 

除《條例草案》第 10(2)(d)條另有規定外，任何人均無須因其就在委員會

席前公開錄取的任何證據，或就由行政長官授權發表的委員會報告，所發

表真實記載而負上民事或刑事法律責任。 

 

 

梁繼昌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202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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