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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今期，我們會在“《基本法》匯粹”中探討

香港特區的仲裁制度發展如何受益於《基本

法》訂明的“一國兩制”原則。推動香港作

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一貫政策。香港保留本身

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律制度，並且在憲法層

面維護司法獨立，這些都是推動仲裁制度發

展的因素。1997 年後，在紐約簽訂的《承認

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繼續在香港特區

適用，使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得以在其他司

法管轄區執行。香港的法律專業隊伍人才鼎

盛，確保有足夠資深熟練的律師擔任仲裁員

或參與在香港進行的仲裁程序。律政司也正

加強在亞太區的新興經濟體系推廣香港的法

律及解決爭議服務。

一如以往，今期也包括“基本法案例摘要”

和“立法會主席就議員草案的決定”兩個專

欄。在“基本法案例摘要”專欄中，我們輯

錄了終審法院和上訴法庭各兩項判決，當中

涉及以下事宜：

《破產條例》( 第 6章 ) 第 30A(10)(a) 條

規定，凡破產人在破產開始前已離開香

港，則在該破產人返回香港並將其返回一

事通知受託人之前，不得開始計算自動解

除破產的有關期間；實施該條文是否構成

侵犯《基本法》第 31 條和《人權法案》

第 8(2) 條所賦予的“旅行權利”。

 《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 第 21(1)(a) 條

在准許當局進入處所而無需手令方面是否

合憲，尤其是對《基本法》第29條和《人

權法案》第 14 條所保障的私生活權利施

加限制是否明顯不相稱，以及有關法例條

文能否透過補救解釋而得以符合《基本

法》的規定；關於向內地海關提供資料，

促進香港海關關長調查這目的是否比不可

容許的目的更應重視。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行使《廣播條例》

( 第 562 章 ) 第 10(1) 條賦予的酌情權，

決定是否批出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時，須顧及公眾利益這項重要考慮因素；

就此，公眾利益的概念在法律上是否足夠

明確而可符合憲法的“依法規定”要求。

 土地擁有人投訴城巿規劃委員會對其土地

的用途施加規劃限制，是否涉及《基本法》

第 6 及 105 條；若然，有關限制是否必

須進行相稱分析。再者，法庭在此類案件

進行相稱評估時應採用什麼標準或驗證準

則。

“立法會主席就議員草案的決定”專欄，載

述一項近期就有關《2015年交通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 合併 ) 條例草案》的議員條例草案

作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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