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年 2 月 8 日立法會會議席上 

律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律師致辭全文 

 

動議二讀 

 

《道歉條例草案》 
 

主席： 

 

 我謹動議二讀《道歉條例草案》（以下簡稱“《條例

草案》”）。《條例草案》旨在訂明作出道歉的法律後果，

從而提倡和鼓勵爭議各方按意願作出道歉，以期促進排解

爭端。 

 

2. 《條例草案》是根據調解督導委員會（以下簡稱“督

導委員會”）在 2015 年及 2016 年作出兩輪公眾諮詢後提

出的建議所制定。 

 

3. 因發生不幸事故而出現爭端時，爭端一方可能希望

就受傷害一方所蒙受的損失及痛苦，向其表達慰問、同情

或作出道歉。但現時公眾普遍怯於道歉，其律師亦可能不

建議作出道歉，理由是在香港的現行法律下，原告人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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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民事程序中，援引答辯人(即道歉一方)曾作出的道歉，

作為其承認過失或法律責任的證據。此外，他們可能擔心

保險公司會基於保險合約禁止受保人承認過失的條款，拒

絕履行保險單訂明的責任。這種普遍不願道歉的情況，確

實無助防止爭端惡化或達成和解。 

 

4. 道歉法例在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中並非新生事物。首

項道歉法例在 1986 年於美國馬薩諸塞州制定，至今逾 30

個美國州份已制定道歉法例。其後，澳洲、加拿大及蘇格

蘭亦分別制定各自的道歉法例。 

 

5. 督導委員會在 2015 年 6 月及 2016 年 2 月就在香港

制定道歉法例的建議進行了兩輪公眾諮詢。在第一輪公眾

諮詢中，督導委員會就制定道歉法例的建議、法例的適用

範圍以及形式等問題諮詢公眾意見。在第二輪公眾諮詢中，

督導委員會主要就三方面諮詢公眾: 第一、紀律處分及規

管法律等若干程序應否豁免於《條例草案》；第二、擬議

道歉法例應否同樣保護道歉時傳達的事實陳述；以及第三、

《條例草案》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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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督導委員會考慮了在第二輪公眾諮詢所得的回應

及其他相關因素後，在 2016 年 11 月發表最終報告，建議

擬議道歉法例應適用於所有紀律處分程序及規管法律程

序，但根據香港法例第 86 章《調查委員會條例》、香港法

例第 504 章《死因裁判官條例》及香港法例第 390 章《淫

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進行的程序則屬例外。此外，為

提供靈活性，應在《條例草案》擬稿設立例外程序附表，

以及日後修訂附表的機制。 

 

7. 督導委員會亦建議，道歉傳達的事實陳述應被視為

道歉的一部分，並受到道歉法例所保護，但在適用程序中

裁斷者(例如法院、審裁處或仲裁員等)應保留酌情權。 

 

8. 政府同意督導委員會提出的所有建議，並認為有需

要在香港制定法例，以界定“道歉”的定義，和訂明道歉的

法律後果、道歉對訴訟時效和保險合約的影響，以及該法

例適用的程序範圍。 

 

9. 《條例草案》就道歉在某些非刑事程序及法律事宜

中的效果，作出規定。《條例草案》相對簡短，包含 1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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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及一個附表。 根據《條例草案》，某人或代表該人作

出的道歉，指該人表達的歉意、懊悔、遺憾、同情或善意。

如該表達的部分內容是承認該人的過失或法律責任，或是

事實陳述，則該承認或事實陳述亦包含在“道歉”的涵義之

內。《條例草案》保護道歉，規定就適用程序而言，某人

的道歉，並不構成承認該人的過失或法律責任，而在裁斷

過失、法律責任或任何其他爭議事項時，亦不得將該道歉

列為不利於該人的考慮因素。 

 

10. 同時，《條例草案》使某人的道歉及其所附隨的事

實陳述，在一般情況下不得在適用程序中，為裁斷過失、

法律責任或任何其他爭議事項，被接納為不利於該人的證

據。然而，如在個別適用程序中，出現特殊情況，有關的

裁斷者具有酌情權，可在該程序中，接納道歉所包含的事

實陳述為證據，但該裁斷者須信納，行使該酌情權，在顧

及一切有關情況下，屬公正公平之舉，方可行使該酌情

權。 

 

11. 在《條例草案》中“適用程序”一詞指司法、仲裁、

行政、紀律處分及規管性程序，以及根據成文法則進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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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程序。然而，適用程序並不包括刑事法律程序或附表

列出的若干特定類別的例外程序。該附表可由行政長官會

同行政會議修訂。 

 

12. 《條例草案》亦使道歉不會構成香港法例第 347 章

《時效條例》所指的訴訟權的承認，從而使有關的時效期

不得藉此延長。此外，《條例草案》規定道歉不影響保險

或彌償合約對任何人提供的保險保障、補償或其他形式的

利益。 

 

13. 為達到《條例草案》的最大效益，《條例草案》適

用於政府。 

 

14. 律政司聯同督導委員會在去年 11 月就《條例草案》

諮詢了立法會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整體上

支持擬議道歉法例。 

 

15. 主席，《條例草案》的目的與政府鼓勵更廣泛使用

調解以排解爭端的政策一致。只有制定新法例，才可就在

香港爭端一方道歉的後果，提供明確的法律依據。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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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成為亞洲首個制定道歉法例的司法管轄區，將有助

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律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的地位。 

 

16. 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條例草案》。 

 

多謝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