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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何俊仁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2/1/11C(99)XII)；立法
會CB(3)1266/98-99、LS121/98-99、CB(1)1055/98-99
號文件)

2.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向議員簡述《1999年公司 (修
訂)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的各項目的，包括訂明公司
在進行合併和重組時可獲得合併寬免、引入新程序將有力償

債而不營運的私人公司的註冊撤銷、取消有關記錄和申報公

司董事及秘書國籍的規定，以及作出若干雜項修訂，以改善

《公司條例》(第32章)的草擬方式及載述的程序。

合併寬免

3. 在回應委員的問題時，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解釋，

擬議修訂訂明公司在進行某類收購、合併及重組時，可透過

合併寬免得到利益。在收購及合併的個案中，如一間公司得

到另一間公司的權益股份發行予或轉讓予該公司作為代價而

發行股份，因而持有該另一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的90%或多於
90%，則可享有上述利益。合併寬免亦可用於公司集團重
組，但在重組過程中須不涉及股權結構變動及資產轉讓。根

據有關條文，該等活動所引致的任何股份溢價均無需記入股

份溢價帳，而有關公司的會計安排將會仿如他們早已合併一

樣。因此，被收購公司在合併前所得的利潤或儲備不會化為

資本，並可供集團作分發之用。公司註冊處律師補充，有關

建議顯然會令公司的股東受惠，因為當進行收購及被收購的

公司合併後，會以一個實體的形式報帳，股份溢價將可免受

規限，無須保留用作經合併後的公司的資本，並須遵守所訂

定的約束性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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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家祥議員表示，香港會計師公會 (下稱“會計師公會”)
曾積極參與制訂關於容許合併寬免的建議，並全力支持新條

文。他指出，現行條文規定由公司合併及重組活動所引致的

股份溢價必須轉入股份溢價帳並須視為資本，以保障債權人

及股東，但保留作資本的規定卻使公司無法享有合併寬免的

利益，有礙公司合併及收購活動的進行，而這些活動不僅是

普遍的活動，也是現今社會為達致規模經濟及提高競爭力所

必需的。此外，國際趨勢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均容許提

供合併寬免，以便進行收購及重組公司的活動，但現行條文

的規定與此情況並不一致。

政府當局

5. 在回答委員詢問關於海外國家有關合併寬免的法例規定

時，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根據會計師公會的研究

所得，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的法例並沒有禁止容許合併寬

免，但寬免安排必須受到會計標準的規管。在百慕達，公司

在進行合併時，必須將款項存入股份溢價帳，但帳戶內的資

產仍可作分發之用。因應委員的要求，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

局長答應提供更多資料，說明各主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有

關合併寬免的做法，供委員參閱。

(會後補註：有關資料已隨 1999年 4月 16日發出的立法會
CB(1)1133/98-99號文件送交委員。)

6. 田北俊議員詢問關於在收購個案中，涉及的股份必須達

90%，公司才可享有合併寬免利益的規定，當局是根據哪些
標準訂定該限制水平。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公司法改革常

務委員會 (下稱“常委會”)在研究有關建議時，著重於合併寬
免的基本原則。據他記憶所及，常委會沒有就該限制水平進

行具體的討論。該項條文直接抄錄自英國《1985年公司法
案》。李家祥議員指出，倘任何有待解決的股份比重超逾

10%，則會引用與小股東有關的若干保障利益條文。

7. 關於部分公司可能濫用新條文，透過收購出現赤字的公

司或與其合併以達致逃稅的目的，李家祥議員表示，現時的

法律條文已經堵塞該項漏洞，而該類合併活動亦不會享有稅

務寬免的利益。

8. 察悉到有關建議是以英國《1985年公司法案》為藍本，
劉健儀議員詢問當局為何沒有盡早提交有關的立法修訂，使

《公司條例》得以配合本地及全球商業環境的迅速發展。

9. 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常委會於1993年5月的會議席上
首次研究合併寬免的建議，當時常委會原則上通過有關建

議，但最終仍需視乎公眾諮詢工作的結果而定。然而，草擬

條例草案較預期費時，尤其是有關方面需經常就立法建議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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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會計師公會，以及其後須安排一個合適的時間提交條例草

案，因此延遲提交條例草案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

不營運但有力償債的私人公司撤銷註冊方面所引入的新法定

程序，則以澳洲《公司法》的類似條文為藍本，有關法例曾

於1998年7月作出進一步修訂。至於全面檢討《公司條例》
的工作，顧問報告已於1997年5月提交政府，而政府其後已
要求常委會研究報告內的建議。預期常委會可於1999年年底
完成研究工作，然後政府當局會考慮常委會的建議，以期改

善適用於公司的法律機制，確保該機制有助於在香港建立一

個有效率的營商環境。

有力償債而不營運的私人公司撤銷註冊

10. 田北俊議員表示支持條例草案，因為條例草案可改善香
港的營商環境。然而，他關注撤銷公司註冊的程序經簡化

後，新程序可能會被公司濫用，藉此逃避支付未清繳的債

務。此外，在公司撤銷註冊後才可確立債務的情況亦可能會

發生。他詢問如何保障債權人及其他受影響各方的利益。

11.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解釋，現時適用於有力償債公
司的自動清盤程序既複雜且費時，導致很多不營運的私人公

司利用《公司條例》第291及290A條，除去不想繼續經營的
公司，因為該等條文賦權公司註冊處處長將商業上不活躍或

連續兩年未有遞交周年申報表的公司從登記冊中剔除。在過

去5年，該兩項條文一直被私人機構濫用，而公司註冊處處
長根據該兩項條文從登記冊中剔除的公司分別達35 098間及
94 337間。由於根據該兩項條文剔除公司註冊，均不收取費
用，政府等同向私人機構提供一項免費的撤銷公司註冊服

務。因此，政府當局建議制訂正式但簡化的程序，規定公司

註冊處處長在考慮為此目的而提出的申請時，會按每宗申請

收取420元的費用。公司註冊處律師補充，新程序可免除撤
銷公司註冊所涉及不必要的繁瑣手續及官僚主義公事程序，

同時亦能以顯著較低的成本達到相同的目的。

12. 至於有關部分公司可能濫用新程序以逃避債務的關注，
公司註冊處處長澄清，新程序只適用於解散一間從未開始運

作或已停止營業3個月以上，而且沒有尚未清繳債務的有力
償債但不營運的私人公司。撤銷註冊的申請必須取得該公司

所有成員的同意，並附有稅務局局長發出的“不反對”通知
書，證明該公司沒有未清繳稅項。新程序不適用於屬附表16
所載的若干類別的公司，亦不適用於須遵守其他法律條文所

載的清盤程序的公眾公司或無力償債公司。為保障債權人的

利益，經修訂後的第292(3)條規定，有關公司的所有簿冊及
文據在公司解散後須備存最少5年。此外，由於公司註冊處
處長必須在憲報刊登關於該項建議的撤銷註冊的公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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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感到受屈的各方在3個月的期限內就該項建議的撤銷註
冊提出反對，這些宣傳足以令債權人注意到有關的撤銷註冊

申請。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由於當局認為規定申請的公司

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出申請前，必須就撤銷註冊的建議刊

登廣告的原建議既不便且耗費金錢，所以沒有將其納入新程

序內。

13.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補充，擬議第291AA(12)條規
定，撤銷註冊的公司的高級人員及成員的法律責任仍然持

續，並可強制執行，猶如公司未曾解散一樣。公司註冊處處

長補充，擬議第291AA(14)條已包括刑事制裁，倘任何人在
提出申請時，明知或罔顧實情而提供任何虛假或具誤導性的

資料，可處嚴厲的刑罰，包括鉅額罰款及監禁。此外，在普

通法之下，債權人亦可循民事訴訟向公司的董事、高級人員

及成員採取行動。擬議第291AB條規定，因公司撤銷註冊而
感到受屈的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恢復已撤銷註冊的公

司的註冊。債權人可向法院提出恢復註冊的申請，以確立是

否存在任何債務。倘確定債務的存在，債權人可對恢復註冊

的公司展開正常的清盤程序。恢復已撤銷註冊的公司的註冊

的另一情況，就是有關公司在撤銷註冊後才討回該公司所損

失的資產。在此情況下，公司成員有理由恢復有關公司的註

冊，以便分發所討回的資產。

14. 主席認為，由於清盤程序經簡化，所引致的費用亦會較
低，新的撤銷註冊程序將會令小型公司受惠，但礙於大型公

司的帳目複雜及很可能涉及鉅額的未清償債務，新的撤銷註

冊程序未必能夠為大型公司的債權人的利益提供足夠的法定

保障。他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只向資本規模較小的私人公司實

施新的程序，並規定資本規模較大的公司在解散時必須遵照

現行的自動清盤程序。

15.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在現行的自動清盤程序
以外，新的程序是提供予有力償債公司的另一項選擇，並且

無須考慮到公司的資本規模。由於過往的經驗顯示，引用第

291及290A條撤銷註冊的私人公司的資本規模大部分較小，
當局預期新程序大多為小型公司所採用。此外，由於資本規

模較大的公司通常並非私人公司，大部分這些公司均不符合

使用新程序的資格。公司註冊處處長補充，由於《公司條

例》沒有按私人公司的資本規模作出不同的劃分，主席的建

議可能會令該條例其他條文變得複雜。

16. 劉健儀議員問及保留第291條賦予公司註冊處處長將公
司從登記冊中剔除的權力的理據為何。她認為訂立新程序

後，便沒有必要行使該項剩餘權力，她亦關注保留該項權力

可能會減低有關公司在使用新程序方面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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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司註冊處處長解釋，第291條賦予公司註冊處處長將
公司從登記冊中剔除的酌情權。保留該項條文旨在令公司註

冊處處長可主動剔除所有不營運但仍未根據新條文撤銷註冊

的公司或不論任何原因需予剔除的公司。換言之，這是一條

公司註冊處處長須予保留的剩餘及酌情執法條文，且絕不論

新的法定撤銷註冊程序實施與否。此外，由於新法例制定

後，將會吸引公司使用新程序，當局不會再接納剔除公司名

稱的“申請”。相對於建議將公司自動清盤的程序而言，新程
序可提供另一個簡單、實惠及方便用戶使用的選擇，而沒有

遞交周年申報表的不營運公司仍然會被檢控，直至其註冊獲

撤銷為止。在條例草案實施前，公司註冊處會向外發出通

告，明確通知所有專業團體，當局不會再接受根據第291條提
出剔除公司名稱的“申請”。不營運但有力償債的私人公司日
後必須利用新的法定撤銷註冊程序或現行的自動清盤程序。

公司董事及秘書的國籍

18. 許長青議員指出廣播機構董事的國籍受到若干限制，並
關注到刪除有關必須記錄及申報公司董事國籍的規定，可能

會導致有關該等機構的董事的國籍規則難以執行。財經事務

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解釋，由於廣播機構董事的國籍規定

受到有關廣播媒界發牌事宜的其他法例所規管，擬議修訂應

對此方面沒有影響。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與代表團體會商

19. 委員察悉，香港公司秘書公會表示有興趣與法案委員會
舉行會議，以便發表該會對條例草案的意見。由於主席亦建

議邀請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提供意見，委員同意邀

請所有3間機構出席法案委員會於1999年4月20日下午2時30
分舉行的下次會議。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4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