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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現時，在未有《道歉條例》的情況下，很多人為了避免作出道歉被誤解成為是

承認責任，而需要作出補償。更可能擔心因此而失去保險保障，而選擇拒絕道

歉。這些情況往往令對方感到憤怒、被欺負，加深雙方的誤解，以致令爭端惡

化。 

從調解經驗的角度來看，不少當事人是基於這些疑慮下拒絕道歉，以致另一方

覺得對方刻意傷害自己，雙方的態度互不被接納，亦無法互相諒解。在這種情

緒的影響下， 當事人相方在調解過程中表現得極不合作，甚至充滿敵意。結果，

無論調解員如何努力，使出渾身解數及所有專業調解技巧也沒法撫平他們的情

緒或令他們釋懷。最後，雙方無法合作達成和解，情況十分可惜。 

 

2) 目的: 

訂立《道歉條例》的目的是提倡及鼓勵作出道歉，以防止爭端惡化，促進和睦

排解爭議。 

 

3) 影響: 

當<<道歉條例>>正式通過後，當事人不再為道歉的附帶責任承認而避免就事件

的結果作出有誠意的道歉。這動作可以令對方即時感受到其誠意，減少敵意從

而表示諒解。令他們很快進入接納和合作解決的心理狀態， 投入和解的階段。

結果可以滿足雙方需要、令雙方所關注的問題可以得以解決，更讓雙方的負面

感覺可以釋數解除。 

我們理解的《道歉條例》對解決爭議有非常大幫助，包括: 

(一)消除令人畏縮而不作道歉的法律不明確性、 

(二)鼓勵人們在傷害發生後自發、坦誠和直接對話，以緩和彼此間的緊張關係、

對立情緒和怒氣、 

(三)鼓勵在傷害／嚴重別人後作出道歉，為自己的行為承擔道得責任、及 

(四)鼓勵相方盡快以高成本效益的非對抗方式解決爭議並可避免訴訟，同時更

容易促成和解。 

 



 

4) 意見: 

在第二輪諮詢中所攝及道歉中傳達的事實陳述是否應保護此類事實資料，支持

與反對兩方在道歉的成效及可能會剝奪申索人唯一獲取有關證據的機會而造成

不公的方向下有所商討。 

本中心認為道歉是否有效和達至大家所期望的結果, 當事人的誠意是最關鍵的

一環。一個欠缺誠意的道歉，除了不會被對方當事人接納以外，有更大可能令

負面情緒不減反增。  

所以在 “如果事實陳述有可能被用作不利於道歉者的證據” 這個情況之下，

道歉者可能會刻意不加入事實陳述的部分。令道歉者的誠意難以表現，也沒法

滿足對方的情感需要，因而嚴重影響可能和解的機會，甚至可能雙方誤解加深

造成更大的敵意。作為一個國際專業調解機構，我們十分理解和支持真誠的道

歉在調解過程中，對滿足當事人整體需要的重要性。同時亦更有效和更公平地

保障當事人。而這些正正是目前未有《道歉條例》的香港所缺乏的保障。 

基於這些考慮，本中心認為《道歉條例》內的道歉中所傳達的陳述資料是應該

受到保護，只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由法院批準可以作有限制的披露。 

 

5) 結語: 

本中心期望《道歉條例草案》能早日獲通過，讓適時的誠懇道歉協助受事件影響

的當事人及其家屬在不偷快、傷痛、甚至恨意當中盡快回復過來。 

 

如《道歉條例》獲立法會審議及通過，香港將會成為亞洲首個落實《道歉條例》

的地區，對於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爭議解決中心的領先地位有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