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關於移交關於移交關於移交關於移交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的協定的協定的協定的協定  

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1 . 協定的標題按法國方面的建議改為“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據

法國方面表示，“被控告人士”及“被定罪人士”兩詞用於該國所有

引渡條約，而在法文中， “及 ”字有連接的意思，在文意上並不恰當。

香港特區與澳洲、菲律賓和新西蘭簽訂的協定都採用類似標題。有關

修改不會影響協定的實質內容，香港特區並無異議。協定其他部分也

相應予以修訂。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2 . 除了以“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取代“逃犯”一詞外，序言與協

定範本相同。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移交的義務移交的義務移交的義務移交的義務  

3 . 本條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一條相同。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條條條條————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4 . 第二條第 1 和第 3 款偏離了協定範本列出所有可引渡罪行的做法

(“清單形式” )。根據法國法律，法國方面如採用清單形式，有其困

難 。 法國 方面 並解 釋 ，法 國多 年來 均 沒有 在其 條約 中 列出 可引 渡罪

行。締約雙方採用了另一做法，即交換按照其法律可准予移交的罪行

的資料。這另一做法獲中央人民政府通過在香港與捷克就移交逃犯訂

立的協定中採用。  

第 1 款  

5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二條第 (1 )款，實質上亦與根據締約雙方的法

律可就該罪行判處一年以上的監禁規定相同。鑑於法國方面採用清單

形式有其困難，雙方同意刪去範本第二條第 (1 )款 ( i )至 (x x v i i )項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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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並以第 (b )段所載的一般條文反映罪行清單。雙方同意交換按照

其法律可准予移交的罪行的資料，本條第 3 款亦訂明此項規定 (見下

文第 7 段 )。  

第 2 款  

6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二條第 (2 )款相同。  

第 3 款  

7 . 增訂本款，以反映雙方就範本第二條第 ( 1 )款的清單形式採用了

另一做法的理解。法國方面指出，他們會提供書面資料，概述可據以

移交某人的罪行。香港特區方面表明，香港特區會以罪行清單形式提

供資料，即《逃犯條例》 (第 50 3 章 )附表 1。  

第 4 款  

8 . 本 款 經 締 約 雙 方 同 意 增 訂 ， 列 明 第 二 條 第 1 a)款 下 的 “ 雙 重 犯

罪”規定的行為驗證。類似條文亦見於所有其他已簽訂的移交逃犯協

定。  

第 5 款  

9 . 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以符合法國法律的規定，條文根

據《歐洲引渡公約》第二條第 (2 )款修改而成。增訂這項條文的基礎

是：雙方均理解到，由於香港特區法律並沒有就附帶引渡訂定條文，

因此不會有相互應用本條文的情況。  

範本範本範本範本 第二條第第二條第第二條第第二條第 (3 )款款款款已按法國方面的建議移至第五條第 5 款。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國民國民國民國民的移交的移交的移交的移交  

1 0 .  第三條是範本第三條的詳細版本。  

第 1 款  

1 1 .  第 1 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三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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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  

1 2 .  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有關國籍以何時為準的條文，可

見於香港特區簽訂的一些協定，例如與菲律賓、新加坡和南韓簽訂的

協定。我們並無異議。  

第 3 款  

1 3 .  本款也是按法國方面的建議而增訂的。類似條文可見於香港特區

以往與澳洲、加拿大、芬蘭、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南韓、馬來

西亞、新西蘭、菲律賓、英國和美國簽訂的協定。第三條第 3 款的擬

訂方式，以香港與南韓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第三條第 2 款為藍本。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死刑死刑死刑死刑  

1 4 .  除了以 “某人 ”取代 “逃犯 ”一詞外，第四條與範本第四條相同。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條條條條————強制拒絕強制拒絕強制拒絕強制拒絕的的的的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本條相當於範本第六條。  

第 1 款  

第 a )段  

1 5 .  第 a)段相當於範本第六條第 ( a )款，並應法國方面的要求予以擴

充，就政治罪行訂明例外規定。與第 a ) ( i )段類似的條文見於與印度尼

西亞、印度和美國簽訂的協定。與第 a ) ( i i )段類似的條文則見於與澳

洲、芬蘭、印度、南韓、斯里蘭卡和美國簽訂的協定。  

第 b )及 c )段  

1 6 .   除了在條文中加入“性別”外，這些條文實質上與範本第六條

第 ( b )及 ( c )款相同。香港特區與捷克、芬蘭、德國、愛爾蘭和新西蘭

簽訂的協定也加入類似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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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  

1 7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五條第 (3 )款，是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修改，

只提述曾在被要求方被裁定無罪、被定罪及獲赦免，並加入赦免的概

念。這項條文根據香港特區與美國簽訂的協定第五條第 ( 1 )款修改而

成。有關修改並不抵觸第 50 3 章第 5 (1 ) ( e )條。把提述限於曾在被要求

方被裁定無罪和被定罪的類似條文，亦見於香港特區與美國、南韓和

愛爾蘭簽訂的協定。香港特區與加拿大、芬蘭、德國、新西蘭、菲律

賓、葡萄牙、新加坡、南非和斯里蘭卡簽訂的協定也加入了赦免的概

念。  

第 3 款  

1 8 .  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以反映在法國法律下，法國的憲

法保障。類似條文見於與芬蘭、南韓和新西蘭簽訂的協定。  

第 4 款  

1 9 .  本 款 應法 國方 面的 要 求而 增訂 。類 似 條文 可見 於與 芬 蘭、 愛 爾

蘭、南非、新西蘭、英國和美國簽訂的協定。我們並無異議。  

第 5 款  

2 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二條第 ( 3 )款相同，惟本款訂明條文容許在

該人有機會出席接受重審的情況下作出移交，以反映《逃犯條例》第

5 ( 1 ) ( b )條 的 規 定 。 類 似 條 文 見 於 與 捷 克 、 印 度 尼 西 亞 、 印 度 、 愛 爾

蘭、荷蘭、新加坡、斯里蘭卡、葡萄牙和南韓簽訂的協定。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酌情拒絕酌情拒絕酌情拒絕酌情拒絕的的的的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2 1 .  本條相當於範本第十五條。  

第 1 款  

第 a )段  

2 2 .  第 a )段相當於範本第五條第 ( 1 )款。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修

改，以確保拒絕的理由不會擴闊至涵蓋在法國領域以外干犯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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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罪行又是法國根據法國法律具有域外司法管轄權的。我們對此

項修改並無異議。   

第 b )段  

2 3 .  本段經雙方同意而增訂，類似條文見於與多個國家 (例如澳洲、

捷克、芬蘭、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西蘭、葡萄牙、新加坡和斯里

蘭卡 )簽訂的協定。  

第 c )段  

2 4 .  本段相當於範本第十五條第 ( d )款，按法國方面的建議而修改，

只限於就被尋求的人的年齡和健康狀況。類似條文見於與新加坡、英

國和美國簽訂的協定。  

第 2 款  

2 5 .  本款是在雙方同意下而增訂的。就香港特區而言，條文反映了第

5 0 3 章第 24 (3 )條。  

第 3 款  

2 6 .  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條文採用香港與加拿大簽訂的協

定第六條第 (3 )款的擬訂方式。類似條文亦見於與新西蘭、愛爾蘭和南

韓簽訂的協定。  

第 4 款  

2 7 .  本款也是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的，香港特區並無異議。類似

條文見於與南韓簽訂的協定 (第五條第 (b )款 )。  

範本第範本第範本第範本第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a )、、、、 (b )及及及及 ( c )款款款款     

2 8 .  範本第十五條第 (a )及 (b )款按法國方面的建議略去，因為這些理

由從未於法國的引渡協議中使用。與美國、印度尼西亞和德國簽訂的

協定也略去這些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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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在雙方同意下，範本第十五條第 ( c )款並不包括在內。香港與澳

洲 、 捷克 、芬 蘭、 德 國、 印度 尼西 亞 、荷 蘭、 新西 蘭 、菲 律賓 、美

國、斯里蘭卡、葡萄牙和南韓簽訂的協定亦略去同一理由。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暫緩或暫時移交暫緩或暫時移交暫緩或暫時移交暫緩或暫時移交  

第 1 款  

3 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五條第 (2 )款相同，關乎暫緩移交。  

第 2 款  

3 1 .  本款關乎暫時移交，並經雙方同意增訂。香港與多個國家 (例如

德國、馬來西亞、南非、南韓和美國 )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要求及支持文件要求及支持文件要求及支持文件要求及支持文件  

第 1 款  

3 2 .  本 款 相 當 於 範 本 第 七 條 第 (1 )款 ， 是 應 法 國 方 面 的 要 求 而 修 改

的，目的是指明獲授權提出移交要求的主管機關。請參閱與捷克、南

韓、葡萄牙和德國簽訂的協定中所採用的類似方法。  

3 3 .  須注意的是就法國而言，提出移交要求的主管當局為司法機關。

法國方面解釋，法國並無此類負責提出移交要求的中央機關，而“司

法機關”一詞，在《法國憲法》內為專有名詞，涵蓋法庭、法官、裁

判官和檢控官，但不包括警察和行政機關。  

第 2 款  

3 4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2 )款相同。  

第 3 款  

3 5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3 )款相同。  

第 4 款  

3 6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 4 )款相同。加入第 a )段是為了使條

文 更 清晰 。與 捷克 、 芬蘭 、葡 萄牙 和 南韓 簽訂 的協 定 亦有 類似 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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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由於法國沒有定罪證明書，條文開首應法國方面的要求加入“判

詞”的提述。這點沒有引起反對。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第 1 款  

3 7 .  本 款 與範 本第 十條 相 同， 但字 眼上 已 作修 訂， 使之 與 《逃 犯 條

例》第 2 3 條的字眼一致。  

第 2 款  

3 8 .  本 款 是因 為雙 方認 為 有用 而增 訂的 條 文。 與加 拿大 、 捷克 、 芬

蘭、印度尼西亞、愛爾蘭和新加坡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文件的語文文件的語文文件的語文文件的語文  

3 9 .  本條是雙方同意增訂的新條文，訂明向有關各方提交要求和文件

可使用的語文。類似擬訂方式可見於與捷克和芬蘭簽訂的協定。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第 1 款  

4 0 .  本款與範本第九條第 (1 )款相同。  

第 2 款  

4 .  本款是雙方協議增訂的有用條文，作用是確保在未接獲補充資料

的情況下，有關人士可被釋放。與澳洲、捷克、芬蘭、印度尼西亞、

愛 爾 蘭、 馬來 西亞 、 新西 蘭、 菲律 賓 、葡 萄牙 、新 加 坡、 南非 、南

韓、斯里蘭卡和英國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二二二二條條條條————臨時逮捕臨時逮捕臨時逮捕臨時逮捕  

第 1 及 2 款  

4 2 .  這兩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八條第 (1 )款相同。  

第 3 款  

4 3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八條第 (2 )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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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款  

4 4 .  本 款 與 範 本 第 八 條 第 ( 3 )款 相 同 ， 但 臨 時 逮 捕 的 期 限 經 雙 方 同

意，由原來的 45 天另加 15 天的延長期限，改為 60 天。與加拿大、

捷 克 、德 國、 印度 、 印度 尼西 亞、 荷 蘭、 葡萄 牙、 新 加坡 、斯 里蘭

卡、英國和美國簽訂的其他移交逃犯協定早有此 6 0 天期限的先例。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三三三三條條條條————同時要求同時要求同時要求同時要求  

4 5 .  第 1 和 2 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九條第 (2 )款相同。  

4 6 .  加入第 3 款的目的，是在協定內訂明雙方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

向香港特區提出的移交要求，會凌駕法國提出的要求。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代表及費用代表及費用代表及費用代表及費用  

第 1 款  

4 7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一條第 (1 )款相同，只是條文所述的責任

改成須經常履行的責任。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作出進一步修改，以

切合有關要求方在被要求方的代表事宜的不同法律制度。我們對此項

修改並無異議。  

第 2 款  

4 8 .  加 入 本款 是為 了讓 雙 方得 以進 行磋 商 ，以 決定 如何 支 付特 殊 開

支 。 本款 是有 用的 條 文， 符合 香港 現 時處 理移 交要 求 的做 法。 與澳

洲 、 加拿 大、 捷克 、 芬蘭 、印 度尼 西 亞、 馬來 西亞 、 新西 蘭、 菲律

賓、葡萄牙、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和英國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早

有此先例。  

第 3 款  

4 9 .  本款就範本第十一條第 ( 2 )款加以闡述而擬訂，符合香港現時處

理移交要求的做法。類似的條文見於與澳洲、捷克、芬蘭、印度、印

度尼西亞、愛爾蘭、菲律賓、葡萄牙、新西蘭、南非、斯里蘭卡和英

國簽訂的協定。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移交移交移交移交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5 0 .  本條對應範本第十二條。  



   9

第 1 款  

5 1 .  增訂第 1 款，是為了訂明被要求方必須將其就移交要求作出的決

定通知要求方。與澳大利亞、捷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葡萄牙、

新加坡和斯里蘭卡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 2 款  

5 2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2 )款相同，但訂明離境地點須徵

得雙方同意。與荷蘭、英國和美國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 3 款  

5 3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3 )款相同，但訂明如要求方未能

在指明的期間内將逃犯帶走，被要求方可拒絕移交要求。本款已有數

個先例，例如與芬蘭、印度尼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和斯里

蘭卡簽訂的協定。  

第 4 款  

5 4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4 )款相同。  

範本第範本第範本第範本第 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 (1 )款款款款  

5 5 .  雙方同意略去範本第十二條第 (1 )款有關支持移交的證據要求，

原因是有關要求已於第八條涵蓋。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移交財產移交財產移交財產移交財產  

第 1 款  

5 6 .  第 a)段與範本第十三條第 ( 1 )款相同，但第 b )段按法國方面的建

議修改，以反映法國的法律情況，即有關人士因有關罪行而取得的物

品，不論是否在由該人管有的情況下被發現的，均須移交。有關修改

符合第 50 3 章第 9 條的規定。香港對此項修改並無異議。  

5 7 .  第 b )段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三條第 (2 )款相同。  

第 2 款  

5 8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三條第 (3 )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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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款  

5 9 .  增訂本款，是為了就逃犯已逃脫或死亡的情況作出規定。這項條

文十分有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捷克、芬蘭、印度尼西亞、新西

蘭、菲律賓、葡萄牙、南韓和斯里蘭卡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特特特特定 罪 行 的 規 定定 罪 行 的 規 定定 罪 行 的 規 定定 罪 行 的 規 定     

第 1 款  

6 0 .  第 1 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四條第 (1 )款相同。修改第 b )段，是為

了提述罪行可判處刑罰的嚴苛程度。與印度尼西亞、葡萄牙、新加坡

和南非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擬定方式。  

第 2 款  

6 1 .  增訂第 2 款，是為了訂明被要求方可索取補充文件，才決定是否

同 意 有關 要求 。雙 方 對此 均無 異議 。 與澳 大利 亞、 捷 克、 芬蘭 、德

國、新西蘭、葡萄牙和南韓簽訂的協定已有先例。  

第 3 款  

6 2 .  第 3 款是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取材自《歐洲引渡公約》第

十四條第 (2 )款。法國方面解釋，為符合法國法律，本條對法國方面而

言是必要的。本條容許要求方在處理緊急個案，沒有足夠時間根據第

1 款徵得被要求方的同意時，採取必須措施，以阻止時效消失。根據

法國法律，所有罪行均受法定時限管限。  

6 3 .  在本款的施行不損害本條第 1 款的基礎上，香港特區方面同意加

入此條文。  

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轉移交轉移交轉移交轉移交  

6 4 .  增訂本條，是為了反映香港法律，即《逃犯條例》第 5( 5 )條和第

1 7 (2 )條的規定。第 5 ( 5 )條訂明，任何人不得被移交到香港以外的任何

地方，除非該人受“不得再移交”的規定保護，則當別論。第 1 7( 2 )

條訂明，被移交到香港的人受“不得再移交”的規定保障。香港已簽

訂的所有協定均包括有關轉移交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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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九九九九條條條條————————過境過境過境過境  

6 5 .  本條是為了顧及過境個案而增訂，是一項有用的條文。《逃犯條

例》第 20 條訂定了處理關於過境前往香港的要求的條文。與澳大利

亞、加拿大、捷克、德國、芬蘭、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西蘭、

菲律賓、南韓、斯里蘭卡和美國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已有先例。  

6 6 .  本條依照香港特區與南韓簽訂的協定第十八條擬定，但  

( a )  刪去“司法管轄區”的提述；   

( b )  指明過境要求的通知途徑；  

( c )  刪 去 須 在 未 經 預定 的 着 陸 發 生 後 9 6 小 時 內 提 出 要 求 的 規

定；以及  

( d )  第 5 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以准許基於第五條所載的

理由，拒絕過境要求。香港對此條文並無異議。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生效及終止生效及終止生效及終止生效及終止  

6 7 .  本條相當於範本第十六條。  

第 1 款  

6 8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六條第 (1 )款相同。  

第 2 款  

6 9 .  增 訂 本款 ，是 為了 訂 明該 協定 適用 於 在該 協定 生效 後 提出 的 要

求，而不論要求所述罪行的犯罪日期。與澳大利亞、加拿大、捷克、

芬蘭、德國、印度尼西亞、新西蘭、葡萄牙、菲律賓、新加坡、南韓

和美國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 3 款  

7 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六條第 (2 )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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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7 1 .  與範本相同。  

真確文本真確文本真確文本真確文本  

7 2 .  實質上與範本相同。  

簽署位置簽署位置簽署位置簽署位置  

7 3 .  在香港保存的協議文本中，香港特區政府的簽署位置優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