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 28 日  

制定道歉法例 —最终报告及建议  

律政司司长发言  

 

主席 :  

 

 特区政府一直致力推动调解，而其中一方面

的工作，是提供有利进行调解的法律配套。继《调

解条例》在二○一三年生效之后，律政司及相关持

份者开始探讨引入道歉法例。调解督导委员会（以

下简称 “督导委员会 ”）在去年六月及今年二月进行

了两次公众咨询。律政司及调解督导委员会代表亦

两次出席委员会会议，向委员介绍调解督导委员会

原先的建议、第一轮咨询结果，以及第二轮咨询建

议。  

 

  今天我希望向大家汇报第二轮咨询的结果，以

及督导委员会就制定道歉法例完成的《最终报告及

建议》（以下简称《最终报告》）。我的同事今早

已透过立法会秘书处，向各位议员发送了《最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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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而该报告亦已经在今天下午 3 时 30 分上载

到律政司网页。  

 

第二轮咨询  

 

  在第二轮咨询中，调解督导委员会就以下三个

议题咨询公众：  

(1)   不 适 用 道 歉 法 例 的 程 序 (以 下 简 称 “例 外 程

序 ”)；  

(2)  道 歉 法 例 应 否 保 护 道 歉 期 间 传 达 的 事 实 陈

述；以及  

(3)  《道歉条例草案》拟稿。   

 

  第二轮咨询期在今年四月五日结束，合共收到

60 份书面回应。督导委员会亦在今年三月举行了两

场公众咨询论坛，共有大约 170 人出席。  

 

例外程序  

 

  就第一个咨询公众的议题（即道歉法例不适用

的例外程序），督导委员会收到不同的意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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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应 者 赞 成 道 歉 法 例 应 普 遍 适 用 于 所 有 民 事 法 律

程序，包括纪律处分程序及规管法律程序；但亦有

部 分 专 业 组 织 和 规 管 机 构 担 心 此 举 会 影 响 他 们 的

调查工作、纪律处分或规管权力。  

 

  督导委员会经审慎考虑有关回应后，认为一些

属事实裁断性质的程序，由于不会处理法律责任的

问题，应该获得豁免。这些应获豁免的法律程序包

括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淫亵及不雅物品管

制条例》和《死因裁判官条例》进行的程序。  

 

  另一方面，督导委员会认为其他纪律处分程序

和规管法律程序不应获得豁免，主要原因是道歉法

例 将 不 会 影 响 专 业 组 织 和 规 管 机 构 进 行 调 查 和 行

使酌情权的权力。此外，若然道歉法例不适用于所

有纪律处分程序和规管法律程序，将会严重削弱道

歉法例的成效。为在这方面提供灵活性，督导委员

会建议在道歉法例下设立机制，以便日后可修订例

外程序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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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传达的事实陈述   

 

  至于第二个咨询公众的议题（即道歉法例应否

包括道歉期间转达的事实陈述），大部分相关的书

面回应均表示赞同。督导委员会亦提出了三个具体

建议，就处理保护事实陈述的议题咨询公众。建议

的详情载列于会议文件的第 10 段，我在此不再重

复。在相关回应当中，多数支持第一及第三个建议。 

 

  在考虑公众意见后，督导委员会认为第三个建

议最恰当，即道歉期间陈述的事实，亦应被视为道

歉的一部分并受到保护，但法院应有酌情权，在合

适 的 情 况 下 接 纳 这 类 事 实 陈 述 作 为 不 利 于 道 歉 者

的证据。原因是这建议除了最能确保将来的道歉法

例的成效，亦同时平衡申索人的法律权益，包括通

过法律程序进行申索的权利。  

 

《道歉条例草案》拟稿及修订拟稿  

 

  部分回应者亦就《道歉条例草案》拟稿提供了

意见。督导委员会分析了有关意见后，已于《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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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作出回应，有关意见亦已反映在经修订的

《道歉条例草案》拟稿，请参阅最终报告附件 4。  

 

总结  

 

  主席及各位委员，正如我们在早前的相关委员

会会议中已向大家解述，道歉法例的主要目的，是

澄清道歉的法律后果，希望消除当事人因为法律的

不确定性而更愿意作出道歉，从而促使争议各方透

过和解的方式处理争议。根据其他已经实施道歉法

例的地方  （包括美国、澳洲和加拿大）的经验，

道 歉 法 例 有 助 减 少 例 如 医 疗 事 故 等 不 同 类 别 的 诉

讼。  

 

  总括公众咨询收到的意见，督导委员会及律政

司认为业界及公众普遍支持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

我们当然希望委员亦会支持我们的建议，同时欢迎

委员提出意见。律政司计划在本立法年度尽快开展

相关的立法工作，尽早完善香港关于争议解决的法

律框架。若能够成功订立道歉法例，香港将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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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个落实道歉法例的司法管辖区，届时将进一

步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区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  

 

多谢主席，多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