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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 

1.01  現行法例並無針對窺淫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

(例如拍攝裙底)而訂立的特定罪行。視乎每宗案件的情況，

有關行為曾以下述罪行作出檢控：  

(a)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60條“遊蕩”，最高刑

罰為監禁2年；  

(b) 《公安條例》(第245章 )第17B條“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

為”，最高刑罰為第2級罰款 (現時為5,000元 )及監禁12個月；   

(c)  普通法中的“破壞公眾體統”，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或   

(d) 《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 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

電腦”，最高刑罰為監禁 5 年。  

1.02  在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間，共有 275 宗案件根據

《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 條 (上文第 1.01 段 (d)項 )裁定罪成，

當中 73%(約 200 宗 )涉及在公眾和私人地方使用手提電話拍

攝裙底 (包括照片和影片 )，以及在未經同意下上載私密影像。

終審法院在 2019 年 4 月一項判決中裁定，《刑事罪行條例》

第 161(1)(c)條 (取用電腦“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不
應擴展至涵蓋犯罪者使用自己的電腦的情況。換言之，《刑

事罪行條例》第 161(1)(c)條不適用於任何人只使用自己的電

腦而不涉及取用另一人的電腦的情況。終審法院的判決同樣

適用於對《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1)條 (a)款 (“意圖犯罪”)、
(b)款 (“不誠實地意圖欺騙 ”)及 (d)款 (“不誠實地意圖導致他

人蒙受損失”)的詮釋。  

1.03  鑑於終審法院的判決，如拍攝裙底或在未經同意下

發放私密影像的行為只涉及疑犯使用自己的電腦，控方便不

再適合以《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 條作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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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至於上文第 1.01 段 (a)至 (c)項所述的其他控罪亦存

在一定限制。一般而言，該等罪行只適用於在公眾地方或公

眾視線可及之處作出的行為，因而未必適用於在私人地方作

出的行為。此外，“遊蕩”及“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均為

簡易程序罪行，刑罰相對較輕，與私密偷拍的嚴重程度並不

相稱，尤其是後述罪行往往侵犯受害人的私隱權和性自主權，

對受害人造成長期困擾、侮辱、騷擾和壓力。社會上有強烈

訴求及迫切需要，針對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施以刑

事懲處。  

1.05  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在 2006 年 7 月委任性

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就香港實質的性罪行進行全面檢討。

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法改會發表《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
裙底》報告書 (“報告書”)。報告書是法改會就規管性罪行的

法律進行全面檢討的一部分。鑑於諮詢過程中收集到社會上

的強烈意見，而且有迫切需要訂立新罪行，法改會迅速擬備

報告書。在報告書中，法改會建議訂立窺淫罪 1，以及就未

經同意下拍攝裙底訂立一項特定罪行 2。  

1.06  在擬備立法建議時，政府留意到法改會小組委員會

訂立的指導原則，包括：   

(a) 法律必須清晰明確；   

(b) 尊重性自主權；   

                                                      
1 據法改會表示，窺淫指“未經同意下為了性的目的而對另一人進行觀察或視像

記錄 (例如以照片、錄影帶或數碼影像形式 )的行為。  
 
2 法改會並同時建議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的罪行需顧及下述事宜：  

(a)  應就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滿足的行為訂立一項罪行；  
(b) 應就不論目的為何的有關行為另訂一項罪行；  
(c)  上述 (b)項應為上述 (a)項的法定交替罪行，同時也是一項獨立罪行；及  
(d) 上述 (a)及 (b)項罪行應涵蓋在任何地方發生的行為。  

 



3 
 

(c) 保護原則；   

(d) 性別中立；   

(e) 避免基於性傾向作出區分；及   

(f) 符合《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權法和慣例。  

1.07  考慮到法改會上述的檢討和諮詢，以及針對有關行

為施以刑事懲處的迫切需要，政府全面接納上文第 1.05 段

所述法改會的建議。扼述而言，政府建議就以下行為訂立新

的刑事罪行：   

(a) 窺淫 (即為了得到性滿足而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 )；及  

(b) 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或不論目的為何而拍攝私

密處 (後者為前者的法定交替罪行 )。  

1.08  除採納法改會的建議外，政府進一步建議就以下行

為訂立新的刑事罪行：   

(a) 就上文第 1.07(a)段，訂立相應的私密窺視罪行 (即不論

目的為何而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 )，以作為窺淫罪的法定交

替罪行；   

(b) 發放從上文第 1.07(a)、1.07(b)及 1.08(a)段的行為所得的

照片或影片；及  

(c) 在未經同意下發放先前經同意拍攝的私密照片或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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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有關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

及相關罪行建議的公眾諮詢工作  

2.01  政府在 2020 年 7 月 7 日舉行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就《有關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

攝私密處及相關罪行的建議的諮詢文件》 (“《諮詢文件》”)
徵詢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其後，政府在 2020 年 7 月 8 日發

出《諮詢文件》，展開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邀請公眾人

士就《諮詢文件》所述的立法建議提供意見。  

2.02  有關《諮詢文件》可於保安局網頁下載，而公眾人

士可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向保安局提交意見。  

2.03  公眾諮詢至 2020 年 10 月 7 日結束。在公眾諮詢期

內，保安局透過郵寄、傳真及電郵方式共接獲 201 份意見書，

當中包括團體、學者及個別公眾人士的意見書。這些意見書

(要求保密的意見書除外 )載於附錄。本文件的正文由於篇幅

所限，會把意見撮要提述。如欲參考相關意見書的詳情，請

參閱附錄。  

2.04  政府經仔細考慮在公眾諮詢中收集到的意見，並研

究相關的事宜後，將會作出最後的立法建議。政府計劃在

2020-2021 年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修訂條例草案。 



5 
 

第三章：窺淫罪及私密窺視罪  (建議 1 及建議 2) 

《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  

3.01  政府接納法改會的建議，擬訂立一項窺淫罪 (即為

了得到性滿足而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 )(建議 1)。然而，法改

會擬議的窺淫罪的範圍並未涵蓋私密窺視 (即不論目的為何

而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包括賺取金錢、勒索或報復等 )。因

此，政府建議加入一項相應的私密窺視罪 (建議 2)，而這罪

行除了是一項獨立罪行，同時也作為窺淫罪的法定交替罪行。

換句話說，在檢控窺淫罪期間，假若唯一未能證明的控罪元

素是有關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滿足，被

告人仍然可就交替罪行私密窺視罪而被定罪。  

3.02  上述罪行適用於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 (即窺淫 )
或不論目的 (即私密窺視 )，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不論有沒

有設備輔助，觀察受害人進行私密行為或記錄受害人進行私

密行為的影像 (包括照片和影片 )，或操作設備使人能夠觀察

該私密行為或記錄該私密行為的影像。任何人安裝設備、或

建造或改裝任何構築物或其部分，而目的是使其本人或另一

人犯窺淫罪或私密窺視罪，亦會構成犯罪。  

3.03  擬議的窺淫罪和私密窺視罪的最高刑罰分別為監

禁 5 年及 3 年。  

接獲的書面意見  

建議 1 – 窺淫罪  

3.04  就是否同意就窺淫訂立一項特定罪行，收到的書面

意見中大部分（約 93%3）表示支持。有意見認為，香港現行

法例過於守舊，未有涵蓋部分性罪行，因此訂立窺淫罪能有

效阻止偷拍私密行為。同時，有意見認為訂定窺淫罪能有效
                                                      
3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4 %表 示 反 對 及 另 有 約 3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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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在交通工具上偷拍女性的行為。其他支持的意見亦提到，

疑犯有機會辯稱是為其他目的而窺淫，要證明疑犯是為了性

滿足而犯案有一定困難。另外，有意見表示支持立法，但認

為大前提是受害人有盡力保護自己的私密行為不被容易觀

察，例如受害人在進行私密行為時，應該把門鎖上、調校窗

戶或拉低窗簾等。  

3.05  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新訂罪行條文不應以目的界

定，不論犯案者目的為何，其行為對受害人均造成同等傷害。

亦有意見指出，在擬議的新法例下，若遇上露體狂等刻意暴

露私密處的疑犯，市民大眾或為免觸犯法例而不敢拍攝罪證，

這樣或會令有關罪行舉證困難，亦有可能無意間變相鼓勵這

些性罪行的發生。  

建議 2 – 私密窺視罪  

3.06  就是否同意就私密窺視訂立一項特定罪行，以作為

擬議窺淫罪的法定交替罪行，同時也是一項獨立罪行，收到

的書面意見中大部分（約 93%4）均表示支持。有意見認為

擬議的新罪行的立法原意是打擊性罪行，所以同意針對以性

滿足為犯案目的的新罪行應被處以較高刑罰。但亦有意見認

為，無論疑犯是爲了得到性滿足或基於其他目的（例如謀取

利益）而作出窺視，其行為亦同樣侵犯了受害人的性自主權，

對受害人造成同樣的傷害，亦具同樣程度的嚴重性，因此有

關意見認為私密窺視罪的刑罰應與窺淫罪的刑罰一致，即同

樣為監禁 5 年，以收阻嚇之效。  

3.07  有意見表示支持訂立私密窺視罪的原意，但認為實

質對受害人造成傷害的是有關窺視行為而非背後動機，所以

建議應考慮以私密窺視罪作為主要罪行，而非窺淫罪的交替

罪行。另一方面，有意見提出，在執法上要證明被告是否有

                                                      
4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3 %表 示 反 對 及 約 4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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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視受害人進行私密行為存在困難，因此不應訂立有關罪行。 

3.08  另有意見表示不同意擬議私密窺視罪以 “不論目的 ”
作界定，認為所涵蓋的範圍太廣。舉例說，若以擬議的目的

界定，一位監看丈夫通姦證據的太太或一名在執勤時透過閉

路電視監看到其他人進行私密行為的管理員，亦有可能觸犯

相關的法例。這或會導致無辜人士誤墮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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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  (建議 3 及建議 4) 

《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  

4.01  政府接納法改會的建議，擬就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

性滿足而拍攝私密處訂立一項罪行 (建議 3)，同時亦建議就

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另行訂立一項罪行 (建議 4)。
正如法改會所建議，後者將會是一項獨立罪行，同時也是前

者的法定交替罪行，這與建議 1 及建議  2 的處理相類似。兩

項擬議罪行會涵蓋普遍理解為“拍攝裙底”的行為。  

4.02  擬議的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適用於任何人在

未經受害人同意下，在受害人的衣服下面操作設備，使其本

人或另一人能夠觀察受害人的私密處或記錄受害人的私密

處的影像 (包括照片和影片 )，或取用該等記錄影像，而在當

時情況下有關的私密處本來不會被見到。無論上述違法行為

是在公眾還是私人地方發生，兩項擬議罪行皆適用。  

4.03  擬議的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攝私密處

罪和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的最高刑罰分別為

監禁 5 年及 3 年。  

4.04  法改會就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所提出的建議，並

不涵蓋由上而下 “拍攝衣領 ”的行為。考慮到社會人士對 “拍
攝裙底 ”刑事化的訴求更為強烈，加上 “拍攝衣領 ”的定義不

如前者般清晰，以致實際上可能涵蓋多種情景 (例如自拍 )，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建議針對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的擬議

罪行不應包括“拍攝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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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的書面意見  

建議 3 – 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攝私密處罪  

4.05  對於是否同意就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

攝私密處訂立一項罪行，接獲的書面意見絕大部分 (約 95%)
都表示贊同。有意見認為，未經受害人同意下拍攝私密處侵

犯了受害人的私隱權和性自主權，因此支持訂定有關罪行。

另外，有意見表示支持訂立有關罪行，但認為要證明疑犯是

為了性滿足而犯案有一定困難，疑犯可能會辯稱自己是為了

其他目的而犯案。其他支持的意見同時建議考慮不以犯案目

的界定有關罪行，因為無論拍攝私密處的目的為何，對受害

人帶來的傷害是一樣的。收到的反對意見 (約 1%)並沒有闡

述其反對原因。另有約 4%的意見書沒有給予意見。  

建議 4 – 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  

4.06  就是否同意就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另

訂一項罪行，以作為擬議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攝

私密處罪行的法定交替罪行，同時也是一項獨立罪行，收到

的書面意見書中大部分（約 92%）表示同意。有意見認為訂

立有關交替罪行可確保被告不會因為未能證明其犯案目的

為得到性滿足而脫罪，有助保護受害人。另有意見指，無論

疑犯是爲了得到性滿足或基於其他目的（例如謀取利益）而

作出拍攝私密處的行為，均侵犯了受害人的性自主權，亦具

同樣程度的嚴重性，因此有關意見認為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

拍攝私密處罪的刑罰應與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

攝私密處罪的刑罰一致，即同樣為監禁 5 年。另外，有意見

表示支持訂立建議 4 的擬議罪行的原意，但認為有關罪行不

應是建議 3 擬議罪行的交替罪行，而且兩個建議的刑罰應該

一致。收到的反對意見 (約 3%)並沒有闡述其反對原因。另

有約 5%的意見書沒有給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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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拍攝衣領”的行為  

4.07  在收到的書面意見中，普遍認爲建議 3 和建議 4 的

涵蓋範圍太窄，約有 86%5的意見認為應包括由上而下“拍

攝衣領”的行為。有意見認為由上而下“拍攝衣領”有機會

拍攝到屬私密處的胸部，而有關行為的嚴重性不比由下而上

“拍攝裙底”為低，因此建議 3 及建議 4 的涵蓋範圍應包括

有關行為。另有意見認為疑犯針對受害人由上而下“拍攝衣

領”，是為了拍攝受害人身體的一部份，其犯罪動機顯然易

見；加上網絡上充斥著大量從高處偷拍女性胸部的照片，偷

拍者藉以得到性滿足，所以建議 3 及建議 4 的擬議罪行應包

括由上而下“拍攝衣領”的行為。  

4.08  另一方面，有支持建議 3 和建議 4 的涵蓋範圍的意

見認為犯罪與否，需要考慮“拍攝衣領”的意圖，以免令無

辜者觸犯法例。有意見指出，現時社會流行自拍，若新罪行

適用於由上而下“拍攝衣領”的行為，擔心自拍或有機會觸

犯法例。此外，有意見認為“拍攝衣領”涉及的問題並非簡

單直接，或需時研究及審議，可考慮留待日後再作處理。因

此建議現時的立法工作可先處理一些討論已相當成熟的擬

議罪行(如“拍攝裙底”)，從而可減低立法過程所遇的阻力。

                                                      
5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1 0 %的 意 見 表 示 支 持 不 涵 蓋 由 上 而 下 “ 拍 攝 衣 領 ” 的

行 為 及 另 有 約 4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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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及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

罪  (建議 5 及建議 6) 

《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  

5.01  目前並無特定法例處理有關發布、傳閱、出售或以

任何其他形式發放從上文所述擬議罪行的行為所得的照片

或影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 章 )只規管發

布淫褻及╱或不雅物品 6，因此未必適用於諸如數名人士之

間私下使用手機傳送裙底影像的行為。此外，儘管現時並沒

有有關於互聯網或其他媒介轉閱或發放該類影像的程度的

資料，但警方不時有接獲受害人投訴其前親密伴侶在互聯網

上發放其裸照 (不論照片是否在經同意下拍攝 )。  

5.02  在一宗涉及拍攝裙底的案件 7中，上訴法庭指出「被
告人拍得的不雅照片，可以長久保留、交換、發佈、作商品
出售，甚至可以用作威嚇受害人之用，能對受害人做成長期
困擾。[…]該等行為是對女性受害人尊嚴的侮辱」。發放該類

影像的行為嚴重侵犯受害人的私隱權和性自主權，涉事者應

受刑事制裁。  

5.03  雖然法改會並沒有處理有關議題或在報告書中針

對把上述行為刑事化提出任何建議，經參考一些海外司法管

轄區 (例如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 )的做法，政府在《諮詢

文件》中建議訂立一項特定罪行以禁止發放偷拍的性影像

(建議 5)，從而保護受害人。擬議罪行適用於任何人發放明

知是從窺淫、私密窺視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的行為 (為

                                                      
6  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a)任何人不論是否為了牟利，將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

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均屬將物品 “發布 ”；  
(b)任何事物因為淫褻而不宜向任何人發布，即屬淫褻；及  
(c)任何事物因為不雅而不宜向青少年發布，即屬不雅。  
 

7 律政司司長  訴  鍾曜隆  [2013] 1 HKLRD 786。  



12 
 

了得到性滿足或不論目的 )所得的影像 (包括照片和影片 )。  

5.04  經參考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加拿大和新南威

爾士 )的做法，政府亦建議訂立一項特定罪行，禁止在未經

同意下發放私密行為的影像 (建議 6)，以處理受害人可能曾

經同意拍攝該等私密影像 (包括照片和影片 )，但沒有同意作

其後發放 (例如為了報復而發放私密影像 )的情況。  

5.05  擬議的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和未經同意下發放

私密影像罪的最高刑罰同樣為監禁 5 年。  

接獲的書面意見  

建議 5 – 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  

5.06  就是否同意針對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訂立一項罪

行，收到的書面意見絕大部分 (約 96%)表示同意。有意見認

為現今互聯網科技發達，影像一旦發放便可再經由其他人轉

發，這會對受害人的生活和精神帶來嚴重困擾。有意見指，

訂立上述罪行可以有效遏止女性與另一半分手後被威嚇、勒

索、恐嚇的情況，從而保障婦女權益。另有意見認為私密影

像可經多人瞬間流傳，在執法上有實際困難，因此建議針對

起訴首個發放受害人影像的人士，以收阻嚇之效。收到的反

對意見 (約 1%)並沒有闡述其反對原因。另有約 3%的意見書

沒有給予意見。  

建議 6 – 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罪  

5.07  對於是否同意針對未經同意下發放可能或曾經獲

得同意拍攝但未獲同意作其後發放的私密影像 (包括照片和

影片 )訂立一項罪行，接獲的書面意見絕大部分 (約 94%)表
示同意。有意見認為，任何一方同意拍攝私密影像但並沒有

同意發放有關影像，該段影像應已被視為不適宜發放。  



13 
 

5.08  另外，有意見建議應清楚訂明“未經同意”的定義，

如受害人沒有明確表明同意發放私密影像，應理解為 “未經

同意 ”，以及應涵蓋以發放私密影像作為脅逼或勒索手段的

行為。收到的反對意見 (約 2%)並沒有闡述其反對原因，亦

有意見認為有關罪行不應適用於朋友之間的傳閱，而應針對

影像建立／製作者，及／或取得或提供該影像的發放者。另

有約 4%的意見書沒有給予意見。  

5.09  此外，大部份意見 (約 89%8)均同意在建議 6 下，只

應在發放者明知受害人沒有同意發放私密影像或罔顧受害

人有沒有同意發放，才構成犯罪。當中，有意見認為現代人

思想比較開放，若有些人會真心願意拍攝私密影像並同意分

享有關影像，有關行為並不應構成犯罪。另有意見表示支持

建議 6，但認為需詳細說明“罔顧”的意思，以免日後有所爭

拗。  

5.10  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私密影像持有人有責任確保

有關私密影像不被發放，所以只要有關私密影像被發放，在

任何情況下發放者亦應被視作犯罪。亦有意見認為，如發放

者故意使受害人在不能意識到發放私密影像後果的情況下

而同意有關發放，這樣即使受害人同意，發放者亦應被視作

違法。另有意見指，一般受害人不會同意私密影像被發放，

發放者亦不會過問受害人是否同意有關發放，這會令發放者

有機會爭辯沒有證據顯示受害人不同意有關發放，因而造成

舉證困難而不能將其入罪。  

5.11  同時，大部份意見 (約 86%9)均同意在建議 6 下，認

為應在發放者意圖導致受害人受困擾，或明知或有理由相信

發放私密影像會導致或可能導致受害人受侮辱、驚恐或困擾

的情況下，才應構成犯罪。不過，在收到的書面意見中，普

遍沒有提及支持的原因。不過有反對意見則認為，如要證明

                                                      
8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7 %表 示 反 對 及 另 有 約 4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9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9 %表 示 反 對 及 另 有 約 5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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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是否因私密影像被發放而受侮辱、驚恐或困擾，需要

尋求專業人士評估，一些受害人或會因害怕而選擇啞忍。這

樣或會無意間變相鼓勵有關罪行，令受害人不敢發聲。另外，

有意見認為無論受害人是否因私密影像被發放而感到受侮

辱、驚恐或困擾，發放者的有關行為亦應足以構成犯罪。因

此，有意見同樣表示不應為有關擬議罪行列明特定的意圖才

構成犯罪，但涉及相關的犯罪意圖則可處以更高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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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私密行為及私密處  

《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  

6.01  就建議 1 至建議 6 的擬議罪行，若某人身處有合理

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作出屬以下情況的行為，即屬進行

“私密行為”︰  

(a) 該人正露出其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或這些部位只以

內衣遮蓋；  

(b) 該人正在如廁；或  

(c) 該人正進行性行為，而該行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  

6.02  另外，就有關擬議罪行，某人的私密處是指其生殖

器官、臀部或胸部，不論這些部位是外露或只以內衣遮蓋。  

6.03  關於“胸部”一詞，政府留意到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加拿大和新西蘭 )在相應法例中指明為“女性胸部”，而

英格蘭及威爾斯等其他司法管轄區沒有在關於胸部的定義

中指明性別，但在其案例中該詞僅理解為女性胸部。上文第

1.06 段提及法改會的指導原則，其中一項是性別中立。性罪

行的法律應盡可能不基於性別作出區分，因此政府在《諮詢

文件》中建議“私密行為”及“私密處”的定義應不論性別

涵蓋女性胸部和男性胸部。  

接獲的書面意見  

6.04  就是否同意 “私密行為 ”應指任何人身處有合理期

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時作出屬以下情況的行為：該人正露出

或只以內衣遮蓋其私密處，或該人正在如廁，或該人正進行

通常不會公開進行的涉及性的行為，收到的書面意見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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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約 91%10)表示同意。有支持的意見指出擬議罪行的大前

提是受害人有盡力保護自己的“私密行為”不被容易觀察，例

如受害人在進行“私密行為”時，應把門鎖上、調校窗戶或拉

低窗簾等。有支持及反對的意見同時指出， “有合理期望能

提供私隱的地方”的定義不夠清晰，建議詳細說明如更衣室、

性工作者的工作場所、派對房間等地方是否涵蓋於上述所指

的地方。另有反對的意見認為，擬議的“私密行為”涵蓋範圍

太窄，建議考慮把沐浴更衣及婦女餵哺母乳的行為列為 “私
密行為”。  

6.05  對於是否同意某人的 “私密處 ”應理解為其生殖器

官、臀部或胸部，不論這些部位是外露或只以內衣遮蓋，接

獲的書面意見有大部分 (約 91%11)表示同意。在收到的書面

意見中，普遍沒有提及支持的原因，惟有意見認為擬議罪行

所述的 “私密處 ”應包括所有性別人士 (例如跨性別人士、雙

性人等 )的“私密處”，以維持性別中立的原則，以及保障任何

性別人士。另一方面，有反對意見認為，當事人不打算展露

而引起他人性幻想的身體部位 (例如腿部 )已屬“私密處”。有

意見則認為“私密處”只需包括建議的部位外露時，不應包括

以內衣遮蓋的情況。另有意見認為，基於犯罪者的意圖及喜

好不一，擬議罪行所述的“私密處”應涵蓋更多元素。  

6.06  就是否同意擬議罪行所指的 “私密處 ”的定義應不

論性別涵蓋女性胸部和男性胸部，或有關定義應只涵蓋女性

的胸部，收到的書面意見大部分 (約 90% 12)表示同意應不論

性別涵蓋男女胸部。有意見認為“私密處”應涵蓋所有性別人

士（例如跨性別人士、雙性人等）的胸部，以保障所有性別

人士，並符合性別中立的原則。另有意見認為現時很多跨性

別人士均擁有兩性性徵，若擬議新罪行所述的“私密處”只包

括女性胸部，有關法例並未能與時並進。同樣，有意見認為

                                                      
10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5 %表 示 反 對 及 另 有 約 4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11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5 %表 示 反 對 及 另 有 約 4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12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5 %表 示 反 對 及 另 有 約 5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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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人士、雙性人等可能更容易在影像性暴力上受到性騷

擾。因此，性罪行應盡可能不以性別或性取向界定，以確保

社會上每一個人能享有同樣的保護。另一方面，有反對意見

認為有關定義只需涵蓋女性胸部，原因是男性露出胸部的情

況較常見，例如男性一般在游泳和跑步時均不會穿上衣，而

胸部亦會被其他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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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免責辯護  (建議 7) 

《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  

7.01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建議，應就私密窺視罪 (即建

議 2)、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 (即建議 4)，以及發

放私密影像的相關罪行 (即建議 5 及建議 6)，訂定一項或多

於一項合適的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可涵蓋有合法權限或合理

辯解下作出的行為。  

7.02  根據觀察所得，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亦有就類似罪

行訂定法定免責辯護，例如加拿大訂有“公眾利益”的較概括

免責辯護；西澳洲則訂明較具體的免責辯護，例如發放私密

影像是為了真正的科學、教育或醫學目的；為了法律訴訟的

合理需要；或為了媒體活動的目的，而有關活動無意對被拍

攝者造成傷害，並合理地相信符合公眾利益等。  

接獲的書面意見  

7.03  就是否同意應就建議 2、建議 4、建議 5 及建議 6
的擬議罪行訂定基於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免責辯護，公眾

人士提交的書面意大部分 (約 90%13)表示同意。有意見認為

有關免責辯護的建議可保障特定職業人士，例如警察或醫生

等，可避免他們在履行工作職務時觸及相關法律責任。有意

見支持訂立免責辯護的原意，但認為採納狹窄的犯罪定義較

在涵蓋範圍太廣的法律條文下加上大量豁免的情況更切實

可行。另有意見認為免責辯護應只適用以科學、教育或學術

目的而作出的行為，以及建議考慮為與家庭有關的案件 (尤
其是在懷疑有通姦的情況下 )進行調查的私家偵探提供免責

辯護。  

                                                      
13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4 %表 示 反 對 及 約 6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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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  此外，有意見支持為記者採訪訂立免責辯護，但認

為負責採訪娛樂新聞的記者不應包括在內。另有意見認為，

為媒體活動訂立免責辯護前需仔細考慮清楚有關豁免的背

後理據及實際用途，原因是涉及私密行為或私密處的影像，

在大部份情況下，難言直接公開影像與公眾利益掛鈎。相反，

過往媒體以公眾利益名義發放私密影像，會急促加快有關影

像的外流速度，往往會對受害人造成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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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建議 8) 

《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  

8.01  如訂立上文所述有關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

拍攝私密處及發放相關影像的擬議罪行，政府在《諮詢文件》

中建議應將所有這些罪行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雖然建議 2、建議 4、建議 5 及建

議 6 的擬議罪行均不需證明犯罪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滿足，但

從保護易受傷害者的角度來看，有理據將有關罪行納入性罪

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接獲的書面意見  

8.02  就是否同意建議 1 至建議 6 的擬議罪行應納入為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收到的書

面意見大部分 (約 90%14)表示同意。有意見認為，將上述所

有擬議罪行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

的性罪行能讓各行業 (特別是專責兒童及婦女服務的行業 )
的僱主可以此作為聘請員工的參考指標，有效進一步提高打

擊性罪行的阻嚇力。另有意見指，政府在履行保護兒童和容

易受傷害群組的責任的同時，也要維護前性罪犯重新融入社

會的權利。因此，在考慮將建議 1 至建議 6 的擬議罪行納入

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時，政府

應在上述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8.03  有意見表示，原則上同意建議 1 至建議 6 的擬議罪

行應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

行，惟認為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的罪行應該需要進一步

審議及討論，原因是某些為報復而發放私密影像的情況 (包
括在年輕時初犯有關罪行 )，所犯罪行可能與兒童、精神上

                                                      
14 收 到 的 意 見 書 另 有 約 6 %表 示 反 對 及 約 4 %沒 有 給 予 意 見 。  



21 
 

無行為能力者或其他容易受傷害群組無關。  

8.04  另有反對的意見指，現行的性罪行定罪記錄查核機

制是為了保護兒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但諮詢文件中

所建議的罪行，受害人絕大部分不屬於這個類別，因此認為

將有關罪行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

的性罪行的意義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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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接獲的其他書面意見  

9.01  在 3 個月的公眾諮詢期內，政府共收到 201 份書面

意見書。大部分的意見書均支持訂立擬議罪行。就諮詢文件

所提問題以外的其他主要意見，現概述如下  –  

(a) 在刑罰方面，有意見指，任何性暴力均會導致受害人

心理受創，因此建議“建議 1 至 6”應以 10 年為量刑起

點。有意見認為，若受害人的年齡在 16 歲以下，刑罰

應較重，若受害人的年齡在 13 歲以下，刑罰應再相對

加重，以達至全面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另有意見認

為擬議罪行不應設追溯期。  

(b)  其他罪行方面，有意見建議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

蘇格蘭 )的法例，設立針對“要脅發放私密影像”行為的

法例。同時，有意見建議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澳

洲昆士蘭州 )的法例，允許法庭要求觸犯建議 1 至建議

6 擬議罪行的人士，採取合理步驟刪除影像，否則可加

重刑罰。另外，亦有意見建議針對“以發放私密影像作

出脅逼”另訂一條罪行。  

 


	Structure Bookmarks
	 
	 
	 
	 
	 
	 
	 
	有關的諮報
	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相關罪行建議
	詢
	告
	 

	 
	 
	 
	 
	 
	 
	 
	 
	 
	保安局
	 

	20211 
	年
	月

	 
	 
	 
	目
	錄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背
	背
	景
	 


	1 
	1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有關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相關罪行建議的公眾諮詢工作
	有關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相關罪行建議的公眾諮詢工作
	 


	4 
	4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窺淫罪及私密窺視罪建議及建議
	窺淫罪及私密窺視罪建議及建議
	         (
	1
	2) 


	5 
	5 


	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
	 


	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建議及建議
	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建議及建議
	      (
	3
	4)                      


	8 
	8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
	 


	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及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罪建議及建議
	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及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罪建議及建議
	           (
	5
	6) 


	11 
	11 


	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私密行及私密處
	私密行及私密處
	為
	 


	15 
	15 


	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七章
	 


	免責辯護
	免責辯護
	                  (
	建議
	7) 


	18 
	18 


	第八章
	第八章
	第八章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
	建議
	8) 


	20 
	20 


	第九章
	第九章
	第九章
	 


	其書意見
	其書意見
	他
	面
	 


	22 
	22 


	附錄
	附錄
	附錄
	 


	 
	 

	 
	 



	 
	*www.sb.gov.hk 
	上
	述
	附錄已上載至
	網頁，公眾人士可於上
	述
	網站瀏
	覽
	有關附錄。

	第一章：背
	景
	 

	1.01  ()  
	現行法例並無針對窺淫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
	例如拍攝裙底
	而訂立的特定罪行。視乎每宗案件的情況，有關行為曾以下述罪行作出檢控：

	(a) (200)160“”2  
	《刑事罪行條例》
	第
	章
	第
	條
	遊蕩
	，最高刑罰為監禁
	年；

	(b) (245)17B“”2(5,000)12  
	《公安條例》
	第
	章
	第
	條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最高刑罰為第
	級罰款
	現時為
	元
	及監禁
	個月；

	(c)  “”7  
	普通法中的
	破壞公眾體統
	，最高刑罰為監禁
	年；或

	(d) 161“”5 
	《刑事罪行條例》第
	條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最高刑罰為監禁
	年。

	1.02  20152018275161(1.01(d))73%(200)()20194161(1)(c)(“”)161(1)(c)161(1)(a)(“”)(b)(“”)(d)(“”) 
	在
	年至
	年期間，共有
	宗案件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條
	上文第
	段
	項
	裁定罪成，當中
	約
	宗
	涉及在公眾和私人地方使用手提電話拍攝裙底
	包括照片和影片
	，以及在未經同意下上載私密影像。終審法院在
	年
	月一項判決中裁定，《刑事罪行條例》第
	條
	取用電腦
	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
	不應擴展至涵蓋犯罪者使用自己的電腦的情況。換言之，《刑事罪行條例》第
	條不適用於任何人只使用自己的電腦而不涉及取用另一人的電腦的情況。終審法院的判決同樣適用於對《刑事罪行條例》第
	條
	款
	意圖犯罪
	、
	款
	不誠實地意圖欺騙
	及
	款
	不誠實地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
	的詮釋。

	1.03  161 
	鑑於終審法院的判決，如拍攝裙底或在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的行為只涉及疑犯使用自己的電腦，控方便不再適合以《刑事罪行條例》第
	條作出檢控。

	1.04  1.01(a)(c)“”“” 
	至於
	上文第
	段
	至
	項所述的其他控罪亦存在一定限制。一般而言，該等罪行只適用於在公眾地方或公眾視線可及之處作出的行為，因而未必適用於在私人地方作出的行為。此外，
	遊蕩
	及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均為簡易程序罪行，刑罰相對較輕，與私密偷拍的嚴重程度並不相稱，尤其是後述罪行往往侵犯受害人的私隱權和性自主權，對受害人造成長期困擾、侮辱、騷擾和壓力。社會上有強烈訴求及迫切需要，針對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施以刑事懲處。

	1.05  ()200672019430() 
	法律改革委員會
	“
	法改會
	”
	在
	年
	月委任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就香港實質的性罪行進行全面檢討。在
	年
	月
	日，法改會發表《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報告書
	“
	報告書
	”
	。報告書是法改會就規管性罪行的法律進行全面檢討的一部分。鑑於諮詢過程中收集到社會上的強烈意見，而且有迫切需要訂立新罪行，法改會迅速擬備報告書。在報告書中，法改會建議訂立窺淫罪
	，以及就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訂立一項特定罪行
	。
	1
	2

	1 “() 
	1 “() 
	據法改會表示，窺淫指
	未經同意下為了性的目的而對另一人進行觀察或視像記錄
	例如以照片、錄影帶或數碼影像形式
	的行為。

	 
	2  
	法改會
	並同時建
	議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
	的罪行需顧及下述事宜：

	(a)  
	應就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滿足的行為訂立一項罪行；

	(b)  
	應就不論目的為何的有關行為另訂一項罪行；

	(c) (b)(a) 
	上述
	項應為上述
	項的法定交替罪行，同時也是一項獨立罪行；及

	(d) (a)(b)
	上述
	及
	項罪行應涵蓋在任何地方發生的行為。
	 

	 

	1.06    
	在擬備立法建議時，政府留意到法改會小組委員會訂立的指導原則，包括：

	(a)   
	法律必須清晰明確；

	(b)   
	尊重性自主權；

	(c)   
	保護原則；

	(d)   
	性別中立；

	(e)   
	避免基於性傾向作出區分；及

	(f)  
	符合《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權法和慣例。

	1.07  1.05  
	考慮到法改會上述的檢討和諮詢，以及針對有關行為施以刑事懲處的迫切需要，政府全面接納上文第
	段所述法改會的建議。扼述而言，政府建議就以下行為訂立新的刑事罪行：

	(a) () 
	窺淫
	即為了得到性滿足而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
	；及

	(b) () 
	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或不論目的為何而拍攝私密處
	後者為前者的法定交替罪行
	。

	1.08    
	除採納法改會的建議外，政府進一步建議就以下行為訂立新的刑事罪行：

	(a) 1.07(a)()  
	就上文第
	段，訂立相應的私密窺視罪行
	即不論目的為何而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
	，以作為窺淫罪的法定交替罪行；

	(b) 1.07(a)1.07(b)1.08(a) 
	發放從上文第
	、
	及
	段的行為所得的照片或影片；及

	(c) 
	在未經同意下發放先前經同意拍攝的私密照片或影片
	。

	第章：有關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相關罪行建議的諮詢
	二
	公眾
	工作
	 

	2.01  202077(“”)2020783 
	政府在
	年
	月
	日舉行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
	有關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相
	關
	罪行的建
	議
	的諮
	詢
	文件
	》
	《諮
	詢
	文件》
	徵詢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其
	後
	，政
	府
	在
	年
	月
	日發出《諮
	詢
	文件》，展開為期
	個月的公眾諮
	詢
	，邀
	請
	公眾人士就《諮
	詢
	文件》所
	述
	的立法建
	議
	提供意見。

	2.02   
	有
	關
	《諮
	詢
	文件》可於保安局網頁下載
	，
	而公眾人士可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向保安局提交意見。

	2.03  2020107201() 
	公眾諮
	詢
	至
	年
	月
	日結
	束
	。在公眾諮
	詢
	期內，保安局透過郵寄、傳真及電郵方式共接
	獲
	份意見書，當中包
	括
	團
	體
	、學者及個別公眾人士的意見書。這些意見書
	要
	求
	保密的意見書除外
	載於附錄。本文件的正文由於篇
	幅
	所限，會把意見撮要提
	述
	。如欲參
	考
	相
	關
	意見書的詳
	情
	，請參閱附錄。

	2.04  2020-2021 
	政
	府
	經仔
	細
	考
	慮
	在公眾諮
	詢
	中收集到的意見，並研
	究
	相關的事
	宜
	後，將會作出最後的立
	法
	建
	議
	。政
	府
	計
	劃
	在
	年立
	法
	年度內向立
	法
	會提交相關的修訂條
	例
	草
	案
	。

	第三章：窺淫罪及私密窺罪建及建
	視
	 (
	議
	1
	議
	2) 

	《諮文件》提出的建
	詢
	議
	 

	3.01  ()(1)()(2) 
	政府接納法改會的建議，擬訂立一項窺淫罪
	即為了得到性滿足而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
	建
	議
	。然而，法改會擬議的窺淫罪的範圍並未涵蓋私密窺視
	即不論目的為何而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包括賺取金錢、勒索或報復等
	。因此，政
	府
	建議加入一項相應的私密窺視罪
	建
	議
	，而這罪行除了是一項獨立罪行，同時也作為窺淫罪的法定交替罪行。換句話說，在檢控窺淫罪期間，假若唯一未能證明的控罪元素是有關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滿足，被告人仍然可就交替罪行私密窺視罪而被定罪。

	3.02  ()()() 
	上述罪行適用於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
	即窺淫
	或不論目的
	即私密窺視
	，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不論有沒有設備輔助，觀察受害人進行私密行為或記錄受害人進行私密行為的影像
	包括照片和影片
	，或操作設備使人能夠觀察該私密行為或記錄該私密行為的影像。任何人安裝設備、或建造或改裝任何構築物或其部分，而目的是使其本人或另一人犯窺淫罪或私密窺視罪，亦會構成犯罪。

	3.03  53 
	擬議的窺淫罪和私密窺視罪的最高刑罰分別為監禁
	年及
	年。

	接的書面意見
	獲
	 

	建窺淫罪
	議
	1 – 
	 

	3.04  93%
	就是否同
	意
	就窺淫訂立一項特定罪行，收到的書面意見中大部
	分（
	約
	）
	表
	示
	支
	持
	。有意
	見
	認
	為
	，香
	港
	現
	行
	法例過於守舊，未有涵蓋部分性罪行，因此訂立窺淫罪能有效阻
	止
	偷拍私密行為。同時，有意見認為訂定窺淫罪能有效
	3

	3 4%3% 
	3 4%3%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對及
	另有
	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打擊在交工上偷拍女性的行為。其支持的意見亦提到，疑犯有機會辯是為其目的而窺淫，要證明疑犯是為了性滿而犯有一定困。另外，有意見表支立，但認大前提是受害人有盡保自的私密行為不被容觀，例如受害人在進行私密行為時，應把門鎖上、調校窗戶或拉低窗等。
	通
	具
	他
	稱
	他
	足
	案
	難
	示
	持
	法
	為
	力
	護
	己
	易
	察
	該
	簾
	 

	3.05   
	另
	一方面
	，有意見認
	為
	新訂罪行條文不應以目的界定，不論犯
	案
	者目的為何，其行為對受
	害
	人均造
	成
	同等傷
	害
	。亦有意
	見
	指出，在擬議的新法例下，若遇上露體狂等刻意暴露私密處的疑犯，市
	民
	大眾或為免觸犯法例而不敢拍攝罪證，這樣或會令有關罪行舉證困難，亦有可
	能無意間變相
	鼓
	勵這些
	性罪行的發生。

	建私密窺視罪
	議
	2 – 
	 

	3.06  93%5 
	就是否同意就私密窺視訂立一項特定罪行，以作
	為
	擬
	議
	窺淫罪的法定交替罪行，同時也是一項獨立罪行，收到的書面意見中大部
	分（
	約
	）
	均表
	示
	支
	持
	。有意見認為擬議的新罪行的立法原意是
	打擊
	性罪行，所
	以
	同
	意
	針對以性滿
	足
	為犯案目的的新罪行應被處以較高刑罰。但亦有意見認為，無論疑犯是爲了得到性滿足或基於其他目的（例如謀取利益）而作出窺視，其行為亦同樣侵犯了受害人的性自主權，對受
	害
	人造成同樣的傷害，亦具同樣程度的嚴重性，因此有關意
	見
	認為私密窺視罪的刑
	罰
	應與窺淫罪的刑罰一致，即同樣為監禁
	年，以收阻嚇之效。
	4

	4 3%4% 
	4 3%4%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對及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3.07  
	有意見表
	示
	支
	持
	訂立私密窺視罪的原意，但認為實質對受
	害
	人造成傷害的是有
	關
	窺視行為而非背後動機，所以建
	議
	應考
	慮
	以私密窺視罪作為主
	要
	罪行，而非窺淫罪的交替罪行。另一方面，有意
	見
	提出，在執法上要證明被告是否有

	窺受人進行私密行存在困難，因此不應訂立有關罪。
	視
	害
	為
	行
	 

	3.08  “” 
	另有意見表
	示
	不同意擬
	議
	私密窺視罪以
	不論目的
	作界定，認為所涵蓋的範
	圍
	太廣。舉例說
	，
	若以擬
	議
	的目的界定，一位監看丈
	夫
	通姦證
	據
	的太太或一名在執勤時透
	過
	閉
	路電視
	監看到其
	他
	人進行私密行為的管理員，亦有可
	能
	觸犯相關的法例。這或會導
	致
	無辜人士誤墮法網。

	第章：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建議及建議
	四
	 (
	3
	4) 

	《諮文件》提出的建
	詢
	議
	 

	4.01  (3)(4)1 2“” 
	政府接納法改會的建議，擬就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攝私密處訂立一項罪行
	建
	議
	，
	同時亦建
	議就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另行訂立一項罪行
	建
	議
	。正如法改會所建議，後者將會是一項獨立罪行，同時也是前者的法定交替罪行，這與建議
	及建議
	的處理相類似。兩項擬議罪行會涵蓋普遍理解為
	拍攝裙底
	的行為。

	4.02  () 
	擬
	議
	的
	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適用於任何人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在受害人的衣服下面操作設備，使其本人或另一人能夠觀察受害人的私密處或記錄受害人的私密處的影像
	包括照片和影片
	，或取用該等記錄影像，而在當時情況下有關的私密處本來不會被見到。無論上述違法行為是在公眾還是私人地方發生，兩項擬議罪行皆適用。

	4.03  53 
	擬
	議
	的
	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攝私密處
	罪和
	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
	罪的最高刑罰分別為監禁
	年及
	年。

	4.04  “”“”“”()“” 
	法改會就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所提出的建議，並不涵蓋由上而下
	拍攝衣領
	的行為。考慮到社會人士對
	拍攝裙底
	刑事化的訴求更為強烈，加上
	拍攝衣領
	的定義不如前者般清晰，以致實際上可能涵蓋多種情景
	例如自拍
	，
	政
	府
	在諮
	詢
	文件中建
	議針對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的擬議罪行不應包括
	拍攝衣領
	。

	  
	接的書面意見
	獲
	 

	建議未經同意下足拍攝私密處罪
	3 – 
	為了得到性滿
	而
	 

	4.05  (95%)(1%)4% 
	對
	於
	是
	否
	同意就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
	足
	而拍
	攝
	私密處訂立一項罪行，接獲的書
	面
	意見絕大部分
	約
	都表示贊同。有意見認
	為
	，未經受
	害
	人同意下拍
	攝
	私密處侵
	犯
	了受害人的私隱權和性自主權，因此支持訂
	定
	有關罪行。另外，有意見表
	示
	支
	持
	訂立有關罪行，但認為要證明疑犯是為了性滿
	足
	而犯
	案
	有一定困
	難
	，疑犯可
	能
	會辯
	稱
	自
	己
	是為了其
	他
	目的而犯
	案
	。其
	他
	支
	持
	的意
	見
	同時建
	議
	考
	慮
	不以犯
	案
	目
	的
	界定有關罪行，
	因為
	無
	論
	拍
	攝
	私密處的目的為何，對受
	害
	人帶來的傷害是一樣的。收到的反
	對
	意見
	約
	並沒有闡
	述
	其反
	對
	原
	因
	。另有約
	的意見書沒有給予意見。

	建議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
	4 – 
	不論目的
	 

	4.06  92%543(3%)5%  
	就是否同
	意
	就未經同
	意
	下不論目的拍
	攝
	私密處另訂一項罪行，以作為擬
	議
	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
	足
	而拍
	攝
	私密處罪行的法定交替罪行，同時也是一項獨立罪行，收到的書
	面
	意見書中大部分
	（
	約
	）
	表示同意。有意見認為訂立有
	關
	交替罪行可確
	保
	被告不會因為未能證明其犯案目的為得到性滿足而脫罪，有助保
	護
	受害人。另有意見指，無論疑犯是爲了得到性滿足或基於其他目的（例如謀取利益）而作出拍
	攝
	私密處的行為，均侵犯了受害人的性自主權，亦具同樣程度的嚴重性，因此有關意見認為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的刑
	罰
	應與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攝私密處罪的刑罰一致，即同樣為監禁
	年。另外，有意見表
	示
	支
	持
	訂立建
	議
	的擬
	議
	罪行的原意，但認為有
	關
	罪行不應是建
	議
	擬
	議
	罪行的交替罪行，而
	且
	兩個建
	議
	的刑罰應該一致。收到的反
	對
	意見
	約
	並沒有闡
	述
	其反
	對
	原因。另有約
	的意見書沒有給予意見。

	由上而下的行為
	“
	拍攝衣領
	”
	 

	4.07  3486%“”“”“”3434“” 
	在收到的書面意見中，普
	遍
	認爲建議
	和建議
	的涵蓋範圍太窄，約有
	的意見認為應包括由上而下
	拍攝衣領
	的行為。有意
	見
	認為由上而下
	拍攝衣領
	有機會拍
	攝
	到屬私密處的胸部，而有關行為的嚴
	重
	性不比由下而上
	拍攝
	裙底
	為低，因
	此
	建
	議
	及建
	議
	的涵蓋範圍應包
	括
	有關行為。另有意
	見
	認為疑犯針
	對
	受害人由上而下“拍攝衣領”，是為了拍
	攝
	受
	害
	人身體的一部份，其犯
	罪
	動機顯然易見；加上網
	絡
	上充
	斥
	著大量從高處偷拍女性胸部的照片，偷拍者藉
	以
	得到性滿
	足
	，所以建
	議
	及建
	議
	的擬議罪行應包
	括
	由上而下
	拍攝衣領
	的行為。
	5

	5 10%4% 
	5 10%4%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的意見表示支
	持
	不
	涵
	蓋
	由上而下“拍攝衣領”的行為
	及另有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4.08  34“”“”()
	另一方面，有支持建議
	和建議
	的涵蓋範圍的意見認為犯
	罪
	與否，需
	要
	考
	慮
	拍攝衣領
	的意圖，以免令無辜者觸犯法例。有意見指出，現時社
	會
	流行自拍，若新罪行適用於由上而下
	拍攝衣領
	的行為，擔心自拍或有機會觸犯法例。此外，有意見認為“拍攝衣領”涉及的問題並非簡單直接，或需時研
	究
	及審議，可考
	慮
	留待日後再作處理。因此建
	議
	現時的立法工作可先處理一些討
	論
	已相當成熟的擬議罪行
	如“拍攝裙底”
	，從而可減低立法過程所遇的阻力。

	第章：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及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罪建議及建議
	五
	 (
	5
	6) 

	《諮文件》提出的建
	詢
	議
	 

	5.01  (390)() 
	目前並無特定法例處理有關發布、傳閱、出售或以任何其他形式發放從上文所述擬議罪行的行為所得的照片或影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章
	只規管發布淫褻及╱或不雅物品
	，因此未必適用於諸如數名人士之間私下使用手機傳送裙底影像的行為。此外，儘管現時並沒有有關於互聯網或其他媒介轉閱或發放該類影像的程度的資料，但警方不時有接獲受害人投訴其前親密伴侶在互聯網上發放其裸照
	不論照片是否在經同意下拍攝
	。
	6

	6   
	6   
	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

	(a)“” 
	任何人不論是否為了牟利，將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均屬將物品
	發布
	；

	(b) 
	任何事物因為淫褻而不宜向任何人發布，即屬淫褻；及

	(c) 
	任何事物因為不雅而不宜向青少年發布，即屬不雅。

	 
	7    [2013] 1 HKLRD 786 
	律政司司長
	訴
	鍾曜隆
	。


	5.02  […] 
	在一宗涉及拍攝裙底的案件
	中，上訴法庭指出「被告人拍得的不雅照片，可以長久保留、交換、發佈、作商品出售，甚至可以用作威嚇受害人之用，能對受害人做成長期困擾。
	該等行為是對女性受害人尊嚴的侮辱」。發放該類影像的行為嚴重侵犯受害人的私隱權和性自主權，涉事者應受刑事制裁。
	7

	5.03  ()(5)(
	雖然法改會並沒有處理有關議題或在報告書中針對把上述行為刑事化提出任何建議，
	經
	參考
	一些
	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
	的做法
	，政
	府
	在《諮詢文件》中
	建議訂立一項特定罪行以禁止發放偷拍的性影像
	建
	議
	，從而保護受害人。擬議罪行適用於任何人發放明知是從窺淫、私密窺視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的行為
	為

	了得到性滿足或不論目的所得的影像包括照片和影片。
	)
	(
	)
	 

	5.04  ()(6)()() 
	經參考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加拿大和新南威爾士
	的做法，
	政
	府亦建議訂立一項特定罪行，禁止在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行為的影像
	建
	議
	，以處理受害人可能曾經同意拍攝該等私密影像
	包括照片和影片
	，但沒有同意作其後發放
	例如為了報復而發放私密影像
	的情況。

	5.05  5 
	擬
	議
	的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和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罪的最高刑罰同樣為監禁
	年。

	接的書面意見
	獲
	 

	建議像
	5 – 
	發放偷拍的私密影
	罪
	 

	5.06  (96%)(1%)3% 
	就是
	否
	同意針對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訂立一項罪行，收到的書
	面
	意見絕大部分
	約
	表示同意。有意
	見
	認
	為
	現今互聯網科技發達，影像一旦發放便可再經由其他人轉發，這會對受害人的生
	活
	和精
	神
	帶來嚴重困擾。有意
	見
	指，訂立上
	述
	罪行可
	以
	有效遏止女性與另一半分手後被威嚇、勒索、恐嚇的情
	況
	，從而保障婦女權益。另有意見認
	為
	私密影
	像
	可經多人瞬
	間
	流傳，在執法上有實
	際
	困
	難
	，因此建
	議
	針對起訴首個發放受害人影像的人士，以收阻嚇之效。收到的反對意見
	約
	並沒有闡
	述
	其反
	對
	原因。另有約
	的意
	見
	書沒有給予意
	見
	。

	建議
	6 – 
	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罪
	 

	5.07  ()(94%) 
	對
	於
	是否同意針對未經同意下發放可
	能
	或曾
	經
	獲得同意拍
	攝
	但未獲同
	意
	作其後發放的私密影像
	包
	括
	照
	片
	和影片
	訂立一項罪行，接
	獲
	的書
	面
	意見絕大部分
	約
	表示同意。有意見認
	為
	，任何一方同意拍攝私密影像但並沒有同意發放有
	關
	影像，該段影像應已被視為不適宜發放。

	5.08  “”“”(2%)4% 
	另外，有意見建
	議
	應清楚訂明
	未經同意
	的定
	義
	，如受害人沒有明確表明同
	意
	發放私密影像，應理解為
	未經同意
	，以
	及
	應涵蓋以發放私密影
	像
	作為脅
	逼
	或勒索手段的行為。收到的反對意見
	約
	並沒有闡
	述
	其反
	對
	原
	因
	，亦有意見認為有關罪行不應適用於朋友之間的傳閱，而應針
	對
	影像建立／製作者，及／或取得或提供該影像的發放者。另有約
	的意見書沒有給予意見。

	5.09  (89%66“” )
	此外，大部份意見
	約
	均同意在建
	議
	下，只應在發放者明知受
	害
	人沒有同意發放私密影
	像
	或罔
	顧
	受害人有沒有同意發放，才構
	成
	犯罪。當中，有意
	見
	認為現代人思想比
	較
	開放，若有些人會真心願
	意
	拍
	攝
	私密影
	像
	並同
	意
	分享有關影
	像
	，有
	關
	行
	為
	並不應構
	成
	犯罪。另有意見表
	示
	支持建
	議
	，但認為需詳
	細
	說明
	罔
	顧
	的意思，以免日後有所爭拗。
	8

	8 7%4% 
	8 7%4%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
	對
	及另有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9 9%5%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
	對
	及另有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5.10   
	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私密影像持有人有責
	任
	確
	保
	有關私密影像不被發放，所以只要有關私密影像被發放，在任
	何
	情況下發放者亦應被視作犯
	罪
	。亦有意見認為，如發放者故意使受害人在不能意識到發放私密影
	像
	後果的情
	況
	下而同意有關發放，這
	樣
	即使受害人同意，發放者亦應被視作違法。另有意見指，一般受害人不會同意私密影像被發放，發放者亦不會過問受害人是否同意有關發放，這會令發放者有機會爭辯沒有證據顯示受害人不同意有關發放，因而造成舉證困難而不能將其入罪。

	5.11  (86%6)
	同時，大部份意見
	約
	均同意在建
	議
	下，認為應在發放者意圖導致受害人受困擾，或明知或有理由相信發放私密影像會導致或可能導致受害人受侮辱、驚恐或困擾的情
	況
	下，才應構成犯罪。不
	過，
	在收到的書
	面
	意見中，普遍沒有提及支
	持
	的原因。不過有反對意見則認為，如要證明
	9

	受害人是否因私密影像被發放而受侮辱、驚恐或困擾，需要尋求專業人士評估，一些受害人或會因害怕而選擇啞忍。這樣或會無間變相鼓罪行，令受害人不敢發聲。另外，有意見認為無論受害人是因私密影被發放而感到受侮辱、驚恐或困擾，發放者的有關行為亦應足以構犯罪。因此，有意見同樣表不應為有關擬罪行列明特的意圖才構犯，但涉及相關的犯罪意圖則可處以更高刑罰。
	意
	勵有關
	否
	像
	成
	示
	議
	定
	成
	罪
	 

	 
	 
	 
	第章：為
	六
	私密行
	及私密處
	 

	《諮文件》提出的建
	詢
	議
	 

	6.01  16“” 
	就建
	議
	至建
	議
	的擬議罪行，若某人身處有合理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作出屬以下情況的行為，即屬進行
	私密行為
	︰

	(a)  
	該人正露出其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或這些部位只以內衣遮蓋；

	(b)  
	該人正在如廁；或

	(c)  
	該人正進行性行為，而該行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

	6.02   
	另外，就有關擬議罪行，某人的私密處是指其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不論這些部位是外露或只以內衣遮蓋。

	6.03  “”()“”1.06 
	關於
	胸部
	一詞，政
	府
	留意到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加拿大和新西蘭
	在相應法例中指明為
	女性胸部
	，而英格蘭及威爾斯等其他司法管轄區沒有在關於胸部的定義中指明性別，但在其案例中該詞僅理解為女性胸部。上文第
	段提及法改會的指導原則，其中一項是性別中立。性罪行的法律應盡可能不基於性別作出區分，因此政
	府
	在《諮
	詢
	文件》中建議“私密行為”及“私密處”的定義應不論性別涵蓋女性胸部和男性胸部。

	接獲的書面意見
	 

	6.04  “”
	就是
	否
	同意
	私密行為
	應指任
	何
	人身處有合
	理
	期望能提
	供
	私隱的地方時作出屬以下情
	況
	的行為：該人正露出或只以內衣遮
	蓋
	其私密處，或該人正在如廁，或該人正進行通常不會公開進行的涉及性的行
	為
	，收到的書
	面
	意見中大部

	分約表示同意。有支的意見指出擬議罪行的大前提是受人有盡力保自的私密行為不被容觀，例如受害人在進行私密行為時，應把門鎖上、調校窗戶或拉低窗等。有支及反的意見同時指出，有合理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的定不夠清晰，建詳說明如更衣室、性工者的工場所、派對房間等地方是涵蓋於上所指的地方。另有反的意見認為，擬議的私密行為太窄，建考把沐更衣及婦餵哺母的行為列為私密行為。)
	(
	91%
	10

	持
	害
	護
	己
	“
	”
	易
	察
	“
	”
	簾
	持
	對
	“
	”
	義
	議
	細
	作
	作
	否
	述
	對
	“
	”
	涵蓋範圍
	議
	慮
	浴
	女
	乳
	“
	”
	 

	10 5%4% 
	10 5%4%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
	對
	及另有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11 5%4%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
	對
	及另有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12 5%5%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
	對
	及另有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6.05  “”(91%“”()“”()“”“”“” )
	對於是否同意某人的
	私密處
	應理解為其生殖器
	官
	、臀
	部
	或胸
	部
	，不論這些部位是外露或只以內衣遮
	蓋
	，接
	獲
	的書
	面
	意見有大部分
	約
	表示同意。在收到的書面意見中，普遍沒有提及支持的原因，惟有意見認為擬
	議
	罪行所
	述
	的
	私密處
	應包
	括
	所有性別人士
	例如跨性
	別
	人士、雙性人等
	的
	私密處
	，以維
	持
	性別中立的原則，以及保
	障
	任
	何
	性別人士。另一方面，有反對意
	見
	認為，當事人不打算展露而引起他人性幻
	想
	的身
	體
	部位
	例如腿部
	已屬
	私密處
	。有意見則認為
	私密處
	只需包
	括
	建
	議
	的部位外露時，不應包
	括
	以內衣遮蓋的情
	況
	。另有意見認為，基於犯罪者的意圖及喜好不一，擬
	議
	罪行所
	述
	的
	私密處
	應涵蓋更多元素。
	11

	6.06  “”(90%“”“”)
	就是
	否
	同意擬
	議
	罪行所指的
	私密處
	的定
	義
	應不論性
	別涵蓋
	女性胸
	部
	和男性胸部，或有關定
	義
	應只
	涵蓋
	女性的胸
	部
	，收到的書
	面
	意見大部分
	約
	表示同意應不論性別涵蓋男女胸部。有意
	見
	認
	為
	私密處
	應涵蓋所有性別人士（例如跨性別人士、雙性人等）的胸部，以保障所有性別人士，並符合性別中立的原則。另有意見認為現時很多跨性別人士均擁有兩性性徵，若擬議新罪行所
	述
	的
	私密處
	只包
	括
	女性胸
	部
	，有關法例並未能與時並進。同樣，有意見認為
	12

	跨性別人士、雙性人等更容易在影像性暴力上受到性騷擾。因，性罪行應盡可能不以性或性取向界定，以確社上每一個人能享有同的保。另一方面，有反對意見認為有關定只需涵蓋女性胸，原因是男性露出胸部的情較常見，例男性一般在游和跑時均不會穿上衣，而胸亦會被其人看到。
	可能
	此
	別
	保
	會
	樣
	護
	義
	部
	況
	如
	泳
	步
	部
	他
	 

	 
	第章：建議
	七
	免責辯護
	 (
	7) 

	《諮文件》提出的建
	詢
	議
	 

	7.01  (2)(4)(56) 
	政
	府
	在
	《諮詢文件》
	中
	建議，應就私密窺視罪
	即建議
	、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
	即建議
	，以及發放私密影像的相關罪行
	即建議
	及建議
	，訂定一項或多於一項合適的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可涵蓋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下作出的行為。

	7.02  “” 
	根
	據
	觀
	察
	所得，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亦有就類似罪行訂定法定免責辯護，例如加拿大訂有
	公眾利益
	的較概括免責辯護；西澳洲則訂明較具體的免責辯護，例如發放私密影像是為了真正的科學、教育或醫學目的；為了法律訴訟的合理需要；或為了媒體活動的目的，而有關活動無意對被拍攝者造成傷害，並合理地相信符合公眾利益等。

	接獲的書面意見
	 

	7.03  2456(90%() )
	就是
	否
	同意應就建
	議
	、建
	議
	、建
	議
	及建
	議
	的擬議罪行訂定基於合
	法
	權限或合
	理
	辯解的免責辯護，公眾人士提交的書
	面
	意大部分
	約
	表示同意。有意見認為有關免責辯護的建
	議
	可保障特定職業人士，例如警察或醫生等，可避
	免
	他
	們
	在履行工作職務時觸及相關法
	律
	責任。有意見支
	持
	訂立免責辯護的原意，但認為採
	納
	狹
	窄
	的犯罪定義較在涵蓋範
	圍
	太廣的法律條文下加上大量豁
	免
	的情
	況
	更切
	實
	可行。另有意見認為免責辯
	護
	應只適用以科學、教育或學術目的而作出的行為，以及建
	議
	考
	慮
	為與家庭有關的案件
	尤其是在懷疑有通姦的情況下
	進行調查的私家偵探提供免責辯護。
	13

	13 4%6% 
	13 4%6%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
	對
	及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7.04   
	此外，有意見支
	持
	為記者採訪訂立免責辯護，但認為負
	責
	採訪娛樂新
	聞
	的記者不應包
	括
	在內。另有意
	見
	認
	為
	，為媒體活動訂立免責辯護前需仔細考慮清楚有關豁免的背後理據及實際用途，原
	因
	是涉及私密行為或私密處的影像，在大部份情況下，難言直接公開影像與公眾利益掛鈎。相反，過往媒體以公眾利益名義發放私密影像，會急促加快有關影
	像
	的外流速度，往往會對受害人造成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第章：建議
	八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
	8) 

	《諮文件》提出的建
	詢
	議
	 

	8.01  2456 
	如訂立上文所述有關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發放相關影像的擬議罪行，
	政
	府
	在
	《諮詢文件》
	中
	建議應將所有這些罪行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雖然建議
	、建議
	、建議
	及建議
	的擬議罪行均不需證明犯罪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滿足，但從保護易受傷害者的角度來看，有理據將有關罪行納入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接獲的書面意見
	 

	8.02  16(90%()16 )
	就是
	否
	同意建
	議
	至建
	議
	的擬
	議
	罪行應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收到的書
	面
	意見大部分
	約
	表
	示
	同意。有意
	見
	認為，將上
	述
	所有擬
	議
	罪行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能讓各行
	業
	特
	別
	是專責兒
	童
	及婦女服
	務
	的行業
	的僱主可以此作為聘
	請
	員工的參
	考
	指
	標，
	有效進一步提高打
	擊
	性罪行的阻嚇力。另有意見指，政
	府
	在履行保護兒童和容
	易
	受
	傷
	害群組的責任的同時，也要維護前性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的權利。因此，在考
	慮
	將建議
	至建議
	的擬議罪行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時，政
	府
	應在上述兩者之間取
	得
	平衡。
	14

	14 6%4% 
	14 6%4% 
	收到的意見書另有約
	表示反
	對
	及約
	沒有給
	予
	意見。


	8.03  16()
	有意見表
	示
	，原
	則
	上同意建議
	至建議
	的擬議罪行應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惟認為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的罪行應該需要進一步審議及討論，原
	因
	是某些為報復而發放私密影像的情況
	包括在年輕時初犯有關罪行
	，所犯罪行可能與兒童、精神上

	無行為能力者或其他容受害群組無關。
	易
	傷
	 

	8.04   
	另有反
	對
	的意
	見
	指，現行的性罪行定罪記錄查核機制是為了保護兒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但諮詢文件中所建議的罪行，受害人絕大部分不屬於這個類別，因此認為將有關罪行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的意
	義
	並不大。

	第章：其他書面意見
	九
	接獲的
	 

	9.01  3201 –  
	在
	個月的公眾諮
	詢
	期內，政
	府
	共收到
	份書面意見書。大部
	分
	的意
	見
	書均支
	持
	訂立擬議罪行。就諮
	詢
	文件所提問
	題
	以外的其
	他
	主要意見，現概
	述
	如下

	(a) “16”101613 
	在刑
	罰
	方
	面
	，有意見指，任何性暴力均會導致受害人心理受創，因
	此
	建
	議
	建議
	至
	應以
	年為量刑起點。有意見認為，若受害人的年齡在
	歲以下，刑罰應較重，若受害人的年齡在
	歲以下，刑罰應再相對加重，以達至全面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另有意
	見
	認為擬
	議
	罪行不應設追
	溯
	期。

	(b)  ()“”()16“” 
	其他罪行方面，有意見建議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蘇格蘭
	的法例，設立針對
	要脅發放私密影像
	行為的法例。同時，有意見建議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
	例如澳洲昆士蘭州
	的法例，允
	許
	法庭要求觸犯建議
	至建議
	擬議罪行的人士，採取合理步驟刪除影像，否則可加重刑罰。另
	外
	，亦有意見建
	議
	針
	對
	以發放私密影
	像
	作出脅逼
	另訂一條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