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國際

發佈：2019-02-26, 週二 12:25
點擊數：14524

負責管理香港社會秩序事宜的香港政府保安局，將提出對香港法例中管轄疑犯移交的《逃犯條例

》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作出修訂，使其適用範圍擴展為包含台灣及中國（除香港以

外）其他地區。有關法例的修訂通過後，香港政府將可對台灣政府及中國政府提出的疑犯移交要

求，按照兩條法例的程序作出一次性的移交安排。在保安局公布有關修訂後，基於對中國政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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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水平缺乏信任，香港的民主派政治人物紛紛對此項修訂表達不滿及反對。本文旨在探討這

次法律修訂的背景、內容，及其可能的影響。

背景

在主權移交前，香港關於引渡疑犯的安排，主要是將英國政府就引渡的法律、及雙邊或多邊條約

中的安排引延至於香港適用。基於這些安排會於主權移交後失效，香港政府於制定了《逃犯條例

》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並在主權移交前通過這兩條法律，使得關於引渡疑犯的安

排不致中斷。《逃犯條例》第四條規定：

「

任何在香港的人如因涉及違反訂明地方（即指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豁區）的法律的有關罪行而在該

」

然而，這兩條法例通過時，條文列明適用範圍並沒有包含中國政府管豁地區在內，而基於中國政

府對台灣的主權爭拗，台灣政府管豁地區亦不是這兩條法例的適用範圍。如是者，香港與台灣及

中國兩地的移交疑犯事宜，缺乏一個明文規定的法律框架來維持運作，只能靠每次事發後由香港

與兩地政府部門協商，按照各自的法律來處理相關問題；因此，香港與兩地之間的移交疑犯事宜

往往缺乏連貫性，可能在一宗個案按照某個做法辦理，而另一宗個案就需要更改處理方法，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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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府還是市民也感到無所適從。香港政府為了相關議題，自主權移交以來即與中國政府就移交

疑犯機制展開磋商，然而因兩地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差異，一直未能達成協議。

另外，香港和台灣兩地法律界定的刑事管轄權，都是遵從屬地管轄原則，即指在一個地區領域內

犯罪，不論罪犯是該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適用該地區刑法；然而中國司法制度下之刑事管轄權除

了遵從屬地管轄原則，也參考了屬人管轄原則，即除發生在中國之犯罪活動適用中國刑法外，中

國國民在境外犯罪亦可根據中國刑法處理。

在１９９８年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張子強案，就因香港及中國兩地刑法的刑

事管轄權而引起爭議。張子強為中國公民，其亦於中國因多宗罪行而受捕受審，然而張子強亦曾

涉嫌於香港先後綁架八位香港居民。按照香港刑法的屬地管轄原則，此八宗綁架罪行應交由香港

司法系統作出審理及裁判；然而根據中國刑法，基於張子強為中國公民，中國刑法即有對其犯罪

行為之司法管轄權。中國政府最後沒有將張子強交到香港進行審訊，而審理張子強案的中國法院

亦因這八宗發生在香港的綁架案對張子強判處無期徒刑。同樣的爭議，亦發生在１９９９年在香

港毒殺五人而於中國汕頭受審的李育輝案之上。

２０１８年年初，香港人陳同佳涉嫌於與女友出遊台灣時殺害女友及棄屍郊外，陳同佳於兇案被

揭發前返回香港。由於香港刑法對香港以外發生的罪案沒有刑事管轄權，而香港台灣之間亦沒有

移交疑犯或其他司法互助安排，香港政府既無法對陳同佳於台灣的犯罪行為提出公訴，也未能將

陳同佳移交至台灣檢察機關處理。

根據香港政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說法，陳同佳案正是觸發是次法律修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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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根據香港政府保安局對香港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是次的修訂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訂明一次性個案移交安排，由以往需要每次安排由立法會以附屬法例方式制定，改為明文規

定一次性個案安排需符合《逃犯條例》的條文，包括條例所載關於移交疑犯的人權保障；及

二，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容許一次性個案方式適用於香港與任

何未與其訂有長期安排的司法管轄區。

根據《逃犯條例》，移交請求所涉的犯罪行為必須在香港和請求移交地區均構成犯罪，可處以超

過十二個月或更高刑罰，而且是《逃犯條例》附表所涵蓋的罪行，方可展開移交疑犯的程序。有

關附表所載之罪行，為絕大部份國家所認同之嚴重罪行，而與種族、宗教及政治性質相關的罪行

，不在被載至附表之內。

同時，每一個移交請求都要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審查。當香港政府收到其他司法管轄區移交疑犯

的請求後，香港的法院會根據香港的法律來審查有關的請求，包括考慮疑犯反對移交請求的理據

，以裁定《逃犯條例》中所規定的移交限制是否適用。另外，《逃犯條例》第五條規定法院如裁

定有下列的情況，不得簽發拘押令，包括：

一，疑犯所涉的罪行屬於政治性質；

二，移交請求的目的是就疑犯的種族、宗教、國籍、性別或政治見解而提刑事檢控或執行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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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疑犯在訴訟程序中將因上述其中某項原因而不獲公平審訊；或

三，請求方的法律或有關的移交安排未有申明疑犯被移交後，請求方可以起訴他的範圍只限於移

交文件中所開列的罪類，請求方不得就特定罪類以外的罪行提出起訴。

即使《逃犯條例》列明處理移交請求時需要由法院作司法審查，審視由請求方提交的犯罪證據，

檢查請求文件的形式與內容是否符合法定的要求，然而程序上法院的審查只屬預審程序，審定是

否有足夠表面證據即可，並不接納辯方的反證。換而言之，疑犯不能在法庭上就請求方提出之證

據作出反駁。同時，香港法院在處理移交請求中審定由其他地方司法機構提供之文件時，通常會

因對他方司法制度的信任而原則性上傾向寬鬆處理，不會以極為嚴謹的標準審定這些文件。

以上的安排，形成了被要求移交的疑犯在字面的程序上享有對其人權的保障，但若然有人被某些

司法制度水平未夠健全的地方，以未夠確實的證據尋求移交，案中人實際上卻難以利用《逃犯條

例》中司法程序保護自己，這種潛在風險亦是這次法律修訂被香港民主派所反對的原因。

潛在的影響

這次法律修訂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除了將台灣列入《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的適用地區外，亦同時將兩條法律的適用地區擴展至中國政府的司法管轄區。

眾所週知，中國司法制度下並沒有司法獨立這回事，司法系統只是中國共產黨「以法治國」的一

項工具。近年，不少身處中國的異見分子及維權人士，都被中國政府以各種罪名檢控及監禁，當

中包括知名藝術家艾未未被控逃稅。由此可見，中國政府除了引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罪行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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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見分子的人身自由外，亦會嘗試使用經濟犯罪的罪名來限制異見分子。

經濟犯罪是包含在香港《逃犯條例》附件中適用罪行列表中。香港民主派和部份市民擔心，萬一

這次法律修訂通過，中國將可以利用經濟罪行控告身處香港而一直對中共施政加以批評的各方人

士，再向香港政府請求移交疑犯；這種潛在風險將進一步加重這些香港的異見者的心理負擔，做

成寒蟬效應。而要冒這種潛在風險的不是只有以香港為家的香港人，連以各種身份逗留在香港的

人也不能倖免，包括身處香港的台灣人。

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為了消除所有影響維持管治的「不和諧」聲音，會採取所有法律內外的

手段。除了濫用國家安全相關的法例來控告拘押國內的異見者外，中國共產黨亦曾指使執法部門

在中國外對異見人士進行名為「抓捕」實為跨境綁架的行動，例如中國執法部門曾分別在香港和

泰國帶走售賣中國「禁書」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兩位股東；而且這些行動對象不限於中國國民，在

泰國被帶走的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擁有瑞典國籍，持台灣護照入境中國的李明哲亦是被控「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縱然瑞典及台灣兩地政府多番努力，也未能令兩人重獲自由。

中國共產黨為了維繫管治不惜利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也不會顧及與其他政府之間的關係，在

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充分了解這次法律修訂將會給予中國共產黨一個可以壓制國外反對聲音的

漏洞，卻要相信他們不會利用這個漏洞行惡，那絕對是過分天真。

從法律上看，這次法律修訂雖不完善，但卻能某程度上填補台灣和香港兩地缺乏移交疑犯和司法

互助協議的漏洞，因此我也理解為何處理陳同佳案的台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會對修訂表示「樂觀其

成」。但若果為了填補法律上的漏洞，卻造成了更大的政治影響，令香港人和身處香港的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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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潛在魔爪之下，不得暢所欲言對中國共產黨加以批評，不得以行動對中國共

產黨的政治壓迫作出對抗，那麼這種得不償失的填補漏洞，又是否值得支持呢？

我衷心希望在台灣對自由和人權有所堅持的朋友，能夠在權衡利弊後，對香港反對這次法律修訂

的朋友加以支持，以維護我們在香港能夠以言論和行動說不而無需擔心後果的生活方式。

作者   高天暉   為八十後浪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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