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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零年十月㆓十㆕日會議

參考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議程第議程第議程第議程第 IVIVIVIV 項項項項     ————

內㆞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內㆞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內㆞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內㆞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

建立相互通報機制建立相互通報機制建立相互通報機制建立相互通報機制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匯報，內㆞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就兩㆞居民

在對方境內被拘留／拘捕或非正常死亡等事故建立相互通報機制的詳

細安排。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鑑於公眾對港㆟在內㆞被拘留的事故甚為關注，我們在諮詢保

安事務委員會後，在㆒九九九年向內㆞當局建議設立通報機制。雙方

其後進行詳細商討，並在全面和認真討論有關問題後達成共識。㆓零

零零年十月十㆔日，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與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

公室主任廖曉村先生在北京簽訂“內㆞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關於建立

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有關安排於㆓零零㆒年㆒月㆒日開始運作。

相互通報機制相互通報機制相互通報機制相互通報機制

3 . 相互通報機制是根據“㆒國兩制”方針，本著互相尊重、互相

支持和互不干預對方執法活動的精神制定。通報機制屬行政安排，須

在尊重雙方有關法律的基礎㆖進行。鑑於通報機制僅屬行政安排，在

任何情況㆘均不會影響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或被檢控的㆟及其家屬的

法定權利。

4 . 根據雙方同意的安排，內㆞機關和香港特區政府會互相通報對

涉嫌犯罪的對方居民提出刑事檢控或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情況，以及

對方居民非正常死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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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渠道通報渠道通報渠道通報渠道

5 . 內㆞的公安部警務合作聯絡官 (以㆘簡稱“內㆞通報單位” )與

香港警務處聯絡事務科 (以㆘簡稱“香港通報單位” )負責相互通報的

事宜。至於涉及內㆞海關機構的案件，由公安部指定海關總署走私犯

罪偵查局直接向香港通報單位通報。

內㆞向香港通報的安排內㆞向香港通報的安排內㆞向香港通報的安排內㆞向香港通報的安排

通報適用範圍通報適用範圍通報適用範圍通報適用範圍

6 . 內㆞通報單位應向香港警方通報的事項包括公安機關 (包括海

關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 )對港㆟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情況，以及港

㆟在內㆞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根據內㆞的刑事訴訟法，“強制措施”

包括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及逮捕。

通報內容通報內容通報內容通報內容

7 . 根據安排，內㆞通報單位向香港通報單位通報的事項應包括被

拘留者的個㆟資料、拘留日期、涉嫌罪名、所採取強制措施的種類、

執行強制措施的㆞點、執行機關、經辦㆟員，以及被拘留者家屬的姓

名、㆞址和聯絡電話。

8 . 有關非正常死亡的情況，通報事項應包括死者的個㆟資料、死

亡時間和㆞點、死因，以及死者家屬的姓名、㆞址和聯絡電話。

特區向內㆞通報的安排特區向內㆞通報的安排特區向內㆞通報的安排特區向內㆞通報的安排

通報適用範圍通報適用範圍通報適用範圍通報適用範圍

9 . 香港 通報單 位應 向 內㆞ 公安 機關通 報的事 項包 括由香 港警 務

處、香港海關或入境事務處對內㆞居民提出刑事檢控的情況，以及內

㆞居民在香港非正常死亡的情況。

通報內容通報內容通報內容通報內容

1 0 . 根據安排，香港通報單位向內㆞通報單位通報內㆞居民被刑事

檢控及出庭應訊的情況時，應提供被拘留者的個㆟資料、拘留日期、

涉嫌罪名、拘留㆞點、拘留部門／單位，以及法院案件編號等資料。

協定的通報安排經審慎擬訂，確保能符合《個㆟資料私隱條例》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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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述 資料 在公 開聆 訊程 序㆗ 公 布周 知後 ，才 會交 予內 ㆞通 報 單

位。其他資料 (包括個㆟旅遊證件資料和被檢控內㆞居民的家屬姓名

及㆞址 )如未經有關㆟士書面同意，不會向內㆞機關披露。

1 1 . 通報內㆞居民在香港非正常死亡情況時，所提供的資料應與㆖

文第 8 段所載內㆞通報港㆟非正常死亡情況的資料相同。

其他有關安排其他有關安排其他有關安排其他有關安排

1 2 . 雙方同意，如認為對方根據安排有遺漏個案或事項未通報或有

疑問時，可隨時提出查詢要求。通報或查詢應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

作出或回覆。雙方可協商定期檢討有關通報的安排。

個別個案的進展個別個案的進展個別個案的進展個別個案的進展

1 3 . 截至八月底，要求協助而尚待解決的個案有 8 5 宗，涉及的香

港居民有 88 ㆟，其㆗ 48 ㆟在內㆞被拘留／受審／取保候審，其餘 4 0

㆟正在獄㆗服刑。這些個案涉及的罪行主要是詐騙、貪污和走私。有

關的統計資料摘要載於附件。

1 4 .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在內㆞被拘留港㆟或其家屬所提出的協助要

求。我們會把被拘留港㆟的家屬提出的要求或申訴盡快轉介有關內㆞

當局，密切留意每宗個案的進展，並作出任何所需的跟進工作。在㆒

九九七年七月㆒日至㆓零零零年八月底期間，共有 8 0 名港㆟獲釋回

港。在本年六至八月㆔個月內，獲釋的港㆟共有 1 0 ㆟。

1 5 . 在通報機制建立後，我們可以把被拘留者在內㆞的情況迅速通

知其家㆟。在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的協助㆘，我們會繼續就個

別個案盡量提供協助。

保安局

㆓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在內㆞被拘留的香港居民在內㆞被拘留的香港居民在內㆞被拘留的香港居民在內㆞被拘留的香港居民

((((截至㆓零零零年八月㆔十㆒日的情況截至㆓零零零年八月㆔十㆒日的情況截至㆓零零零年八月㆔十㆒日的情況截至㆓零零零年八月㆔十㆒日的情況 ))))

個案數目個案數目個案數目個案數目 ㆟數㆟數㆟數㆟數

回歸前回歸前回歸前回歸前

當局獲知的個案總數 並無記錄 並無記錄

回歸還待解決的個案數目 9 1 0

回歸後回歸後回歸後回歸後

當局獲知的新個案 1 6 0 1 6 7

獲釋／返回香港 7 0 7 3

按當事㆟或其家屬要求而

沒有繼續跟進的個案 8 9

尚待解決的個案 8 2 8 5

整體情況整體情況整體情況整體情況

回歸前已有的個案及

回歸後接到的新個案 1 6 9 1 7 7

1 9 97 年 7 月 1 日至 2 00 0

年 8 月 31 日期間獲釋／

返回香港

7 6 # 8 0 ∗

按當事㆟或其家屬要求而

沒有繼續跟進的個案 8 9

截至 20 00 年 8 月 3 1 日尚

待解決的個案：

( i ) 被 拘 留 ／ 受 審 ／ 取

保候審

4 8 4 8

( i i ) 正在監獄服刑 3 7 4 0

註： #  包括回歸前已有的 6 宗個案

∗  包括回歸前已求助的 7 名㆟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