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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聚焦重罪 市民毋庸過慮

自特區政府2月向立法會提交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

案》（以下簡稱「兩項條例」修

訂）以來，對修例的各種「誤讀」

在坊間越傳越恐怖、越講越離譜，

令有些市民「聽到修例就驚」。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系

教授陳弘毅就以過往涉及移交的罪類及

案例，說明兩項條例的實際應用。他強

調，移交逃犯是打擊跨國犯罪的有效手

段，而內地近年來在國際上請求移交的案

例，大部分涉及巨額貪污、大規模電話詐

騙以及販毒等嚴重罪行，相信港人不會反對

通過修訂兩項條例，令這些罪犯面對法律的

制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嘉程

《逃犯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中央可
以對國防、外交有重大影響為由，向特區
行政長官發出指令。陳弘毅強調，有關規
定是指中央可以在移交程序啟動後，對移
交請求下達不受理的指令：「中央只能否
決移交，而不能要求移交。」
陳弘毅在訪問中解釋，《逃犯條例》第
二十四條指的是移交程序啟動後，行政長
官接到中央政府指令要求不移交，則終止
移交程序；或在法院同意移交逃犯交回行
政長官後，行政長官接到中央政府的指令
不予移交，那麼該逃犯亦不需要被移交。

對程序介入只限「否定交人」
他強調，不能夠反過來說，在法院不同
意移交的情況下，行政長官要求移交。
「根據香港的《逃犯條例》，這個根本是
不可能的。」
陳弘毅進一步解釋說，移交逃犯程序為
三步：一、由行政長官啟動程序；二、交
由法院決定是否可以移交；三、若法院認
為可以移交，則再交回行政長官最後作出
決定是否發出移交令。
他續說，在第一步和第三步行政長官發

出通報後，中央均可指令不處
理移交。例如，若有請求國
或地區向特區政府提出逃犯
移交請求，但在外交方面，
該國家或地區與中國關係又
十分惡劣，中央即可發出
指令讓特區政府不受理請
求。而在第二步期間，若
法院認為不能移交，整個
程序亦會直接終止。
陳弘毅以斯諾登案為
例指出，假如斯諾登的
移交問題已進行至
移交程序的第三
步，而中央因外
交或國防等原因
下達指令，讓
特區政府不進
行移交，那麼行
政長官就不會發
出移交令：「中央
只能否決移交，
而不能要求移
交。」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閱有關資料了解到，「紅
通」指的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要求成員國協助
偵查犯罪時發放的最高級別緊急通報。在2015
年，《南華早報》就刊登過有5名涉貪「紅通人
員」逃港但不能被移送回內地的報道。
和現在反對派議員聲稱香港從不會是「逃犯

天堂」相反，2015年，內地通過國際刑警組織
追逃的百名「紅通人員」中，就有5人被認為是
在香港。截至目前，在已經歸案的「百名紅通人
員」中，無一人是由香港移交。
值得一提的是，《南華早報》當年報道，民主黨
議員涂謹申亦稱，除非上述國際紅通疑犯在香港繼
續有違法行為，否則香港警方無權將之逮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嘉程
香港律師會在日前發出的聲明中，
向特區政府修例提出多項建議，包
括參考聯邦制國家內「邦際移交」
的安排，及擴大域外法權處理台灣
殺人案等。陳弘毅在訪問中認為，
國際間的移交標準較一國之內的
區際移交更為嚴格，而擴大域外
法權處理台灣殺人案依然是很有
爭議的。
陳弘毅解釋，國際之間的逃
犯移交標準，相對一個聯邦制
國家內各邦之間的移交要求更
加嚴格，要求更加高，也更加
難以滿足，而同一個國家之
內所謂區際的移交，所用的
標準會比較寬鬆。即是說，
一個國家的區際間相比於國
際間的移交更為容易。
現在，香港的《逃犯
條例》應用的是國際上
的移交標準，且特區政
府建議的修訂，也是將
國際間的移交標準適
用於個案式的特別
移交安排，因此對
於被移交者的保障

應該是最高的、最符合標準的。「反而一個
國家內區際的移交標準不是這麼高。」

兩地相關法例 符聯合國條約
陳弘毅還向記者展示了內地的逃犯移交相

關法律，並逐條對比。他指出，很多香港
《逃犯條例》中有的移交規定，在內地適用
的相關法律中也已經進行了規定。他強調，
無論香港的《逃犯條例》還是內地的相關法
規都是根據國際標準訂立的，而這個訂立標
準即是聯合國的《引渡示範條約》。
他介紹，香港《逃犯條例》的第五條規定

了何類情況不能移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引渡法》第八條中的規定，幾乎一樣，且這
些規定都屬於國際標準：一、政治犯罪不移
交；二、被請求人可能因其種族、宗教、國
籍、政見等方面的原因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
不移交；三、被請求移交的人在請求國或地
區曾經遭受或者遭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亦不能移交
等。
至於香港律師會在聲明中建議擴大「域外
法權」以處理台灣殺人案，陳弘毅指出，其
實聲明中亦提到這個建議有爭議。他指出，
擴大域外法權需要修改其他相關法律，因此
是難以操作的。

中央只能否決 不會要求移交
國際標準勝「邦際」「擴域外法權」難行

「「紅通紅通」」涉貪涉貪55犯犯
匿港無法移交匿港無法移交

陳弘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市
民目前主要是對內地的移交安排較為擔心，

有部分人甚至以為修例後，即使無辜亦會被移交
到內地接受審訊，「其實這些都是誤解。」

內地近年案例不乏「紅通」者
他根據內地近年來在國際上請求移交的案
例分析，發現這些案例大部分都涉及巨額
貪污、大規模電話詐騙以及販毒等嚴重罪
行。其中，被捕者更不乏被國際刑警通緝
的「紅色通緝人員」。
陳弘毅指出，根據過往案件，內地出現
最多的移交案件其實是涉貪污案件，例如有
部分前官員或國企管理人員等，此前就是因涉
嫌巨額貪污被請求移交。如果有人在犯了貪污罪後
潛逃至港，且涉案金額數以億計，香港卻無法將其移交，
無法讓其接受審訊，是不符合公義要求的。
他提到了目前正在東區法院接受審訊的文子星。他說，該人亦
是「紅通人員」，因涉嫌策劃恐怖活動被印度警方要求移交。據香
港文匯報記者了解，文子星於去年2月被捕，被控一項搶劫罪，後
來獲撤銷控罪。他在港還涉及一宗處理贓物案，經審訊後，被裁
定罪名不成立，不過繼續交由懲教署看管。

美國用於反恐與涉恐犯罪
陳弘毅指出，比起內地應用移交處理最多的涉貪污案件，美國要

求移交的很多都是涉及恐怖分子的犯罪活動。尤其自911事件之
後，美國亦加強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刑事司法協助，主要就是針對
恐怖分子。
他認為，美國因擔憂司法保障而對修例有疑慮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美國沒有考慮過，或者是他們不願意考慮（中國其他部分與香港）逃
犯移交的實際應用需要。」
他舉例說，假如真的有恐怖分子在美國犯了很嚴重的罪行，又潛逃至內地，
相信美國也是很希望將該疑犯移交回美國受審的。

兩地電騙毒案 有賴逃例處理
陳弘毅還提到了近年十分盛行的電話詐騙案件及涉及販毒等跨國犯罪行為。他
說，電話詐騙犯罪是會令很多市民受害的。有受害者可能會因電話詐騙被騙去畢
生的積蓄，如果行騙者依然可以逍遙法外，那麼市民也是會覺得不符合公義的要
求。
「無論是處理貪污案件還是電話詐騙案件，相信市民都是不會反對有移交（機

制）的；如果沒有移交（機制），市民反而會認為是有漏洞或者不足之處。」他說。
簽訂逃犯移交協議亦有助打擊跨國販毒案，陳弘毅指出，以中國為例，若有犯

罪者在中國境外販毒至內地或香港，其犯罪行為侵害的是內地居民或香港居民，
對內地或香港會產生巨大影響，疑犯也是需要移交的。「其實逃犯移交是打擊跨
國犯罪的有效手段。」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於上月30日表示，將會就《逃犯條
例》提三方面共六項修訂，包括將罪行移交門檻提升至7
年或以上；在啟動移交時為疑犯加入更多限制，在協定
中加入無罪假定、上訴權、探視權、不強迫認罪等符合人
權的條件；加強疑犯保障，只會處理要求移交地區最高檢
察機關提出的移交請求。陳弘毅表示，特區政府的修訂方
案已經回應了針對原有方案的一些疑慮，他認為這個修訂
方案可以接受。
陳弘毅在訪問中表示，贊成特區政府將移交門檻提高至7

年。他解釋，自己做過相關研究，根據外國經驗，這些在移
交協議以外的所謂個案式特別移交安排，通常都是適用於比較
嚴重的犯罪案件。
他指出，個案式特別移交安排與一般性、長期性的以移交條

約為基礎的移交安排其實是不同的。一般的移交安排，門檻較
低，只要符合46類罪行且判監1年以上，就可以進行以長期移交
條約為基礎的移交安排。

修訂針對重罪 較輕案不受理
陳弘毅說，現在特區政府建議修訂的，是與未訂立長期協議的司

法管轄區之間的「個案移交安排」，而香港目前與世界上170多個國家
或地區都是沒有移交協議的。這些個案移交針對的均是比較嚴重的罪
行，「如果這170多個國家或地區因為一些較輕的案件就請求移交，香
港是不會受理。」針對最新調整中並未提到追訴問題，特區政府多次在
公開場合強調，不同司法管轄區就追訴期有不同條文，最關鍵是請求
一方保證在提出移交請求時，有關罪行須符合當地法律的追訴期限。
對此，陳弘毅解釋，請求移交的國家或地區必須要保證是在追訴期

之內，是因為與香港沒有簽訂長期逃犯移交協議的170多個國家或地區
法律未必相同，香港亦不可能在這些國家或地區提出移交要求後，對他
們的法律進行深入研究，因此香港要求請求方保證，是加強對逃犯的人
權保障。

倡政策性聲明再添保障
陳弘毅說，注意到特區政府的幾次修訂建議，增加了一些保障，比如被

告人會得到公開的審訊、享有無罪推定、獲得律師辯護及享有被探視權等。
但他認為，這些安排僅僅是保安局局長在面對傳媒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特別會議時所說的，若要提高這些保障的權威性，還是需要政策性聲明，
一是希望能夠在立法會的二讀程序中正式提出有關聲明；二是希望能夠刊登
在保安局的網站上，以提高透明度，讓市民更清晰地了解到特別移交安排中
將會有哪些保障。
陳弘毅續說，此前也有人建議直接將上述保障寫入法例中，但如果這些保障
最終未寫入條文，在有政策性聲明的情況下，也是具有效力及權威性的。因為
根據香港法律，除了在立法會中通過的條例或者在政府的附屬立法裡面有規
定之外，也是可以通過一些政策性的聲明或文件以作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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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弘毅論逃犯例實際應用陳弘毅論逃犯例實際應用：：市民不會反對制裁重犯市民不會反對制裁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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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法院認為可以移
交斯諾登，而中央因外
交或國防等原因下達指
令，讓特區政府不進行
移交，那麼行政長官就

不會發出移
交令

◆「中央只能否決移交，
而不能要求移交。」

◆內地在國際上請求移交的案例大部分涉及巨額
貪污、大規模電話詐騙以及販毒等嚴重罪
行。其中不乏「紅色通緝人員」

【【本報專訪本報專訪】】

▲▶陳弘毅論逃犯例實際應用，從國家對境外追逃的角度解釋修例的必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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