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零七年二月七日  
立法會會議席上  

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  
動議二讀《居籍條例草案》致辭全文  

 

主席女士︰  

 我謹動議二讀《居籍條例草案》。  

2 .  上 述 條 例 草 案 建 議 對 斷 定 居 籍 的 規 則 作 出 修

改。居籍 (domic i le )是一個比較技術性的法律概念，

和國籍、居留權及公民身分等概念完全不同，而且

並無關連。居籍的核心在於一個人與某一個司法管

轄地區的長遠關係，是斷定以哪一套法律制度來規

管某些事宜的基礎。在法律上，只有在處理某些涉

及個人法律地位及財產事宜時才需要動用到居籍這

個概念，這些事宜包括某人有否法律上的能力去結

婚或訂立遺囑，與及某些遺產的繼承權等。如在斷

定一個人的居籍時出現爭議，最終是由法院裁決。  

3 .  目前，在普通法之下，斷定一個人居籍的規則

複 雜 而 混 亂 ， 本 條 例 草 案 的 目 的 在 於 簡 化 這 些 規

則。此外，條例草案只會就 “自然人 ”（ na tura l  person）
的 居 籍 作 出 規 定 ， 而 不 影 響 法 團 (corpora t ion)的 本

籍。  

背景  

4.  本條例草案源自法律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在
2005 年 4 月發表的一份名為《斷定居籍的規則》的

報告書 (“《報告書》 ”)。《報告書》指出居籍屬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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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一個複雜而混亂的範疇，並提出多項改善現有

法例的建議。法改會認為有關建議實際上不會改變

很多人的居籍，但其中一項比較重要的建議是廢除

不合時宜的普通法規則，使已婚女子的居籍不再取

決於丈夫的居籍。  

5 .  法 改 會 也 建 議 對 與 未 成 年 人 的 居 籍 有 關 的 法

律作出重大修改，使未成年人的居籍不再與父母的

居籍直接掛鈎。這項建議確保未成年人的居籍更能

確切反映現代社會的實況。法改會又建議廢除 “原生

居籍 ”（ domic i le  o f  o r ig in）的概念，使有關居籍的

規則更能配合現今世界的情況。本條例草案收納了

法改會的建議。  

未成年人的居籍  

6.  我 會 先 談 談 有 關 未 成 年 人 的 居 籍 的 修 改 建

議。根據現行法律，我們按照兩套規則斷定未成年

人 的 居 籍 ︰ 第 一 套 是 “ 原 生 居 籍 ” （ domic i le  o f  
o r ig in）的規則，用來斷定出生時的居籍；第二套是

“倚附居籍 ”（ domic i le  o f  dependency）的規則，用來

斷定兒童期的居籍。  

7 .  按照法律規定，每個人在出生時都會得到一個

“原生居籍 ”，反映他出生時父親或母親的居籍。這

個居籍與子女的出生地或其父母的居住地可以是毫

無關係的。因此，即使家庭中只有很少成員實際曾

在他們居籍所在的國家居住，該 “原生居籍 ”亦能世

代相傳。  

8 .  “倚附居籍 ”（ domic i le  o f  dependency）是斷定

未成年人居籍的第二套規則。這些規則視乎未成年

人是婚生或非婚生子女而有所不同。一般來說，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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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女的 “倚附居籍 ”依從其父親的居籍，而非婚生

子女的居籍則依從其母親的居籍。  

9 .  為取代現時有關 “原生居籍 ”和 “倚附居籍 ”的規

則，法改會建議採用單一的驗證，即未成年人的居

籍應該繫於與他有最密切聯繫的司法管轄區。現行

法律有時會引致一些比較荒謬的結果。讓我舉一個

例子，向議員說明這項建議的原因。  

10 .  假設有一名 10 歲男童，他的父親以英國為居

籍，而母親則是澳洲人，現時全家在香港居住。男

童在香港出生，並一直在香港接受教育。根據現行

法律，男童的居籍依從父親的居籍，即是英國。這

似乎流於牽強而未能反映實況，因為男童根本從未

到過英國，也與英國毫無關係。根據改革後的法律，

在斷定男童的居籍時，會應用單一的驗證，即最密

切聯繫的驗證。條例草案第 4(2)條訂明，法院在斷

定某未成年人當時與哪個國家或地區有最密切聯繫

時，須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該未成年人意圖以

哪個國家或地區為家。就上述個案的情況而言，根

據改革後的法律，法院相當可能會裁定男童的居籍

在香港，而非英國。  

11 .  現行斷定未成年人居籍的規則，主要基於父親

是一家之主的舊式觀念。我相信建議修改會更切實

反映現代社會的情況。  

已婚女子的居籍  

12.  現在讓我談談已婚女子的居籍。根據普通法規

則，已婚女子的居籍取決於丈夫的居籍。即使夫婦

兩人長期在不同國家分開居住，無論是否有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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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協議，已婚女子 “倚附居籍 ”的規則仍然適用，

以致女方仍然沿用丈夫的居籍。  

13 .  條例草案廢除了這項普通法規則，使已婚女子

不再終生依從其丈夫的居籍。我認為這是涉及已婚

女子居籍的法律邁向現代化的一大步。  

成年人的居籍  

14.  接着我會談談成年人的居籍。現行有關成年人

取得 “自選居籍 ”（ domic i le  o f  choice）的規則，長久

以來被批評為過份人工化而未能反映實況，亦缺乏

判 別 上 的 肯 定 性 。 規 則 過 份 人 工 化 而 不 能 反 映 實

況 ， 是 因 為 當 事 人 與 有 關 國 家 的 聯 繫 終 止 很 久 之

後，他的 “原生居籍 ”仍可能繼續存在，使他難以確

立新的自選居籍。規則缺乏判別上的肯定性，是因

為在斷定一個人意圖的過程中困難重重。  

15 .  條例草案建議，成年人只須符合兩項條件，便

可在某一國家或地區取得新居籍︰第一，他必須身

處該國家或地區；第二，他必須有意圖無限期地以

該國家或地區為家。  

16 .  我 認 為 有 關 成 年 人 居 籍 的 修 改 建 議 會 使 現 行

法律更加清晰。  

缺乏行為能力成年人的居籍  

17.  現 在 我 會 談 談 缺 乏 行 為 能 力 成 年 人 （ adul t s  
under  d i sab i l i ty）的居籍。有關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

人 的 居 籍 ， 現 行 法 律 在 兩 方 面 是 非 常 人 工 化 ︰ 第

一，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在開始失去能力時，他

的居籍就會被凍結；第二，如該人開始失去行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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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時尚未成年，在他處於無行為能力狀況的期間，

法律會視他為未成年人一樣去斷定他的居籍。  

18 .  條例草案現建議，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成年人

應該以與他有最密切聯繫的國家或地區為居籍。精

神 上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成 年 人 在 恢 復 精 神 上 行 為 能 力

時，應保留他在恢復精神上行為能力之前的最後居

籍，其後他可以取得自選的居籍。條例草案的有關

條文不僅涵蓋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也涵蓋陷於

昏迷的人、植物人或半植物人，以及由於種種原因

而不能產生所需意圖的人。  

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後的居籍  

19.  現在我想談談條例草案的生效事宜。由於條例

草案對斷定居籍的規則作出改革，有少部分人的現

有居籍可能會受到影響。因此，在現行的規則被新

規則替代之前，有需要考慮有關的過渡性安排。條

例草案建議新法例不應有追溯力。不過，對於可能

會受新法例影響的人士，草案第 13(1)條規定，當要

決定任何人在新法例生效當日或以後的居籍時，法

律會以該新法例由始至終都對這些人士適用的基礎

而作出斷定。  

20 .  鑑 於 有 些 人 或 會 因 居 籍 方 面 的 法 律 改 革 而 需

作出某些安排，我建議條例草案所載的修改應在制

定日期起計至少 6 個月後才生效。我相信這可以讓

受條例草案影響的人，有足夠時間作出他們認為適

當的安排。  

21 .  主席女士，普通法有關斷定居籍的規則複雜而

混亂，我剛才談到許多技術性的問題，我們現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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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在條例草案建議當中將複雜的情況改善。我相信

這些修改建議是邁向法律現代化的重要步伐。  

22 .  我謹向立法會推薦本條例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