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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期擬議法例使用讀者輔助工具的觀察  
 
 
  本部知悉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將於
2011年 5月 23日討論在法例中使用讀者輔助工具的草擬手法。  
 
2.  本部察覺到政府當局在近期制定的法案及附屬法例文

本中，愈來愈多使用讀者輔助工具  ⎯⎯  
 

(a) 政府當局擬就《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第17(3)
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旨在以
括號方式撮述該款所提述《電訊條例》(第 106章 )、
《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 391章 )(將予改名為《廣
播 (雜項條文 )條例》)及《廣播條例》(第 562章 )中多
項條文的主題。本部察悉，部分擬議的描述用語並

不僅是複製相關條文的標題，而似乎是政府當局就

其所理解該等條文所指的主題而作出的精簡描

述。附件 I載有政府當局擬提出的修正案，連同標明
修訂的《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第 17條文本。
於 2011年 4月 12日《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委
員會的會議上，委員研究了擬議修正案，並察悉政

府當局的解釋，指擬議的描述用語擬用作輔助工

具，以期加深讀者對該條例草案的理解。  
 
(b) 政府當局最近制定的其他法案及附屬法例亦載有

附註以期加深讀者對有關法例的理解。雖然有些在

法案中插入的附註會藉具體的釋義條文澄清其地

位 (例如《公司條例草案》第3(6)條及《升降機及自
動梯條例草案》第 2(8)條均訂明，有關條例文本中
的附註僅供備知，並無立法效力 )，但有些插入的附
註卻未附有此類條文 (例如《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草
案》附表 3及《2011年電車條例 (修訂車費 )(修訂 )公
告》第 1條中的附註 )。本部已向政府當局查詢，對
於並無釋義條文的附註，其法律地位及立法效力為

何。政府當局的回覆及有關文件載於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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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部察悉，《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18(3)條規定，
旁註及標題均無立法效力，但此條並未涵蓋其他讀者輔助工

具，如《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中擬議的描述用語，以及

上文所述法案及附屬法例中的有關附註。事務委員會或會關注

的問題包括  ⎯⎯  
 

(a) 在無明訂條文註明該等讀者輔助工具的法律及立
法效力的情況下，該等擬議描述用語及附註的地位

為何；及  
 
(b) 就法案及須經立法會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審議

的附屬法例而言，在立法程序中修訂當中的有關描

述用語及附註的機制及方式為何；而就法例及須經

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議的附屬法例而

言，修訂有關讀者輔助工具的機制及方式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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