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文件的回應 

1.   就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文件，本會經過細閱和諮詢

會員意見後，就以下三條列於諮詢問題列表內的提問(題目 6、11 和 67)作出回應: 

 

題目 6: 有關把婚姻狀況修訂為「伴侶關係狀況」，並列明保障有事實婚姻關係的人士 

 

2.   就修訂為「伴侶關係狀況」上，我們有以下反映: 

 

3.   從執行懲教工作方面，《監獄規則》第48條有關探訪的一般條文已訂明受懲教

署羈管的人士(“受羈管人士”)之親屬和朋友可在為維持監獄紀律及秩序和為防止罪行發生而

施加的限制底下進行最多每月兩次的探訪，因此，此項修訂對懲教人員安排一般探訪工作並

無影響。為促進家庭關係以協助更生，懲教署會因應情況不同院所的受羈管人士互相探訪。

根據工作守則，我們因應夫婦或父母子女同時被囚禁，可准予互相探訪，當中亦已將未結婚

但已訂婚或在臨囚禁前同居的男女囚犯如提出互相探訪的申請納入被考慮之列。然而，我們

現時的前線同事已經遇到關係求證的困難，當中包括要求受羈管人士提出雙方的關係已經公

開而且穩定的證明或他們的關係有可能於獲釋後維持下去或導致結婚等。 

 

4.   在平衡監獄紀律和促進更生的前提下，若修訂獲得通過，我們希望平機會發出

清晰定義，讓受羈管人士根據定義提出證明，懲教人員亦根據定義作出判斷。我們必會繼續

以監獄秩序和保安為前提，考慮批准受羈管人士互相探訪。 

 

5.   從職員福利角度出發，此修訂無疑為懲教人員以至整個公務員團隊帶來更多保

障，當中包括在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900 條合資格人士及其家屬，可免費獲得由政府或醫院管

理局的醫療機構所提供醫療意見及診治、Ｘ光檢驗及藥物供應、第 950 條可在政府牙科診所

接受牙科診療服務、與及第五章所提及的房屋福利、第 11 至 13 章的相關津貼等。可是，負

責審批申請的同事必定會花上更多時間去證實其事實伴侶關係，令審批結果延長之餘，亦令

擁有「已婚」關係的同事在申請時感到既得福利(例如宿舍配額、公務員公屋配額、男性侍產

假等)受到競爭。在此情況下，政府須相應增加福利配額及審批人手，以免懲教人員以至整個

公務員團隊的士氣受到影響。 

 

題目 11: 有關國籍、公民身份、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等應否在種族歧視下，加入為受保障特

徵 

 

6.   懲教人員在此修訂下執法會出現困難，我們認為必須率先釐清。 

 

7.   現時，香港有多條法例監管和促進更生事務發展，當中包括《囚犯(監管下釋放)

條例》、《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監管釋囚條例》、《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與及有關教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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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教中心、戒毒所和更生中心的條例等。 

 

8.   我們發現，《囚犯(監管下釋放)條例》第 7(4)(b)條訂明任何人如須受根據《入境

條例》(第 115 章)作出的遣送離境令或遞解離境令約束，均無資格根據此條例獲釋。《監管釋

囚條例》第 3(1)(c)條亦指出條例只適用於不受制於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 章)第 20 條所作

出的遞解離境令或不受制於根據該條例第 19(1)條所作出的遣送離境令的受羈管人士。因此，

將國籍、公民身份、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等在種族歧視下，加入為受保障特徵可能與現時法

例有所抵觸。 

 

9.   另外，根據《少年犯條例》第 11條，任何年滿 14歲但未滿 16歲的人及根據《刑

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9A 條規定任何年屆 16 歲或超過 16 歲而未屆 21 歲的人，法庭除非認

為沒有其他適當的方法可處置該人，否則不得判處監禁。因此，懲教署有專責人員負責判前

評估，根據法官指示，撰寫報告，向法庭建議是否適合判處如教導所或勞教中心等更生計劃

而代替監禁。由於我們的更生計劃並非只把他們關在院所內，而是延展至社區，由懲教人員

繼續執行監管工作。現時，就其他國籍、公民身份、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的人士，我們均無

法離境提供社區監管服務，以至在實踐全面更生服務遇到困難。因此，我們同事在建議判處

時，會以該人士可接受整個更生完整服務作考慮。相反，《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9AA 條

亦指出 25歲以下而沒有遣送離境令或遞解離境令的刑滿釋放人士，如沒有參與或被指令參與

任何更生計劃時，他需要接受懲教人員法定監管。在此情況下，其他國籍、公民身份、居民

身份或相關身份的人士，因擁有遣送離境令或遞解離境令在身，反而無需接受監管服務，令

人認為對本地人士不公。 

 

10.   至於根據《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申請刑罰覆核的資格則無分國籍、公民身

份、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等。 

 

題目 67: 有關懲教署聘用的男女人數的例外情況是否應該廢除我們認為現階段有關懲教署聘

用的男女人數的例外情況不應廢除。 

 

11.   從法律上，《監獄規則》第7條指出女性受羈管人士必須由女性人員照顧和看管。

第 5A 條訂明任何懲教署人員或受僱於監獄的其他人，均不得進入分配予異性受羈管人士的

囚室或集體寢室，除非他是由與被分配該囚室或集體寢室的受羈管人士為同一性別者陪同。

同時，《監獄規則》第 10 條及第 24(5)條亦訂明任何受羈管人士均只能由同性別的人員搜查。 

 

12.   為維持安全的羈管環境，我們同事根據工作守則和程序在懲教機構內，每天行

常搜查在囚人士例如: (1)在囚人士離開或進入院所時；(2)在囚人士離開或進入任何地點時；

(3)在囚人士工作完畢時；及(4)在囚人士接受探訪前或接受探訪後等。守則亦訂明如懲教人員

有理由懷疑在囚人士身上藏有違禁物品，可對該受羈管人士作特別搜查。更重要的是，我們

必須接收所有由法庭指令交由懲教署羈管的人士，在控制男女在囚人口的比例上，署方處於

被動狀態。因此，我們在依照法例執行日常職務上，實有必要維持編制上的男女比例，以應

付實際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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