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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父母均為非

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人而在香港出生的兒童的居留權問題」的發言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

  就今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第三項議題，律政司早前已向委員會提交文件，表述律政司的立場。我在此不再重複該

文件的內容，只會強調以下幾點。

首先，自從終審法院在二○○一年作出莊豐源案的判決後，雙非兒童在香港出生的數目大幅增加，由二○○一年的 620

名大增至二○一一年高峰期的 35 736名。這情況對香港特區的醫療、教育、人口及社會福利等多方面政策均帶來深遠的影

響。特區政府現時推行的行政措施雖然有效，但不一定可以長遠根治這問題，因此仍有需要考慮採取包括法律途徑在內的

長遠解決方案。

  律政司在外傭案中提出終審法院應考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是因為在處理該上訴期間，終審法院確實在法律

上有可能需要依據《基本法》第 158（3）條，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澄清一九九九年釋法中相關部分的法律效力問題。如終

審法院認同有需要作出提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亦可能有助解決雙非兒童的居港權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由於終審法院認為基於其他理據已足夠判政府勝訴，因此無需在外傭案的判決中處理一九九九年人大常委會釋法或一

九九六年籌備委員會的意見的法律效力問題。在這方面，政府理解並尊重終審法院的決定。

  雙非兒童的居留權所涉及的法律問題複雜及敏感，現時實施的行政措施已有效地控制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情況，特區

政府會繼續嚴格執行有關措施，盡量減輕雙非兒童問題對社會的影響。就行政措施的相關情況，保安局局長將會在他的開

場發言作出簡介。

  另一方面，律政司會繼續聯同保安局及入境事務處等部門研究和評估不同方案在法律及實際執行上的可行性。當中涉

及的主要考慮包括：

（一）盡量以香港特區法律體系內的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二）相關法律措施的法律理據是否充分；

（三）採取相關法律措施時會否對香港社會產生不必要的負面影響；及

（四）評估各法律方案在執行時可能出現的實際問題。

  總而言之，政府會認真考慮各法律措施的利弊及對法治可能帶來的影響，亦會顧及社會整體利益。

  多謝主席及各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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