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律政司司長二○一三年法律年度開啟典禮致辭全文 

＊＊＊＊＊＊＊＊＊＊＊＊＊＊＊＊＊＊＊＊＊＊ 

 以下是律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律師今日（一月十四日）在二○一三年法律

年度開啟典禮的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各位法官及司法機構成員、大律師公會主席、律師會會長、

各位嘉賓、女士們、先生們： 

 首先，我歡迎各位出席是次開啟典禮的嘉賓，特別是從內地或海外司法管轄

區前來的嘉賓。作為國際城市，香港歡迎每一個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進行交流的

機會。 

 由於我在二○一二年七月一日才出任律政司司長一職，這是我首次有幸以這

個身分出席法律年度開啟典禮。我希望藉此機會，向大家匯報若干新進展及簡述

未來數年的工作重點。 

法律服務和解決爭議中心 

－－－－－－－－－－－ 

 我們的自由經濟體系、國際金融中心地位、與其他城市的商業網絡、高效率

的法律制度等因素，在在都促使香港有優勢成為亞太區重要的法律服務和解決爭

議中心。這是前人過去努力耕耘的成果，我深信我們應該繼續朝這方向邁進。 

 去年九月，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貿仲委）設立貿仲委香港仲裁中

心。該中心是貿仲委首個在內地以外設立的分支。該中心的成立，加上國際商會

國際仲裁院在香港設立的亞洲秘書處分處，令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更加

鞏固。 

 仲裁各方考慮仲裁地點時，仲裁裁決能否強制執行是一個相關因素。雖然現

時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已可在超過 140 個司法管轄區強制執行，我們仍會繼續

拓展這個網絡，使本港仲裁裁決能在更多地方強制執行。在這方面，印度政府在

二○一二年三月宣布，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和澳門）是《紐約公約》

下強制執行仲裁裁決的相互執行夥伴，從而徹底消除了先前有關香港仲裁裁決可

否在印度強制執行的疑慮。再者，香港與澳門剛在上周一簽訂《相互認可和執行

仲裁裁決的安排》（《安排》）。我們計劃在本立法年度內就《仲裁條例》（第

609 章）提出相應修訂，從而落實該《安排》。 

調解推廣工作在去年亦取得相當進展。《調解條例》在二○一二年六月通過，



並在二○一三年一月一日生效。該條例為在香港進行的調解提供法律框架，當中

特別着重保障調解通訊的保密性。此外，香港調解資歷評審協會有限公司於二○

一二年八月成立，該協會由業界主導，預計在本年四月左右開始運作，負責就培

訓和資格評審訂立準則，並處理紀律事宜。 

 

  律政司將會繼續積極提倡調解服務。我們剛成立調解督導委員會，並在其下

設立三個小組委員會，分別負責監察規管、資格評審、培訓及公眾教育和宣傳的

事宜。督導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包括監察《調解條例》的實施情況、制定評審資格

的標準，以及其他與調解未來發展相關的事宜。 

 

  推廣仲裁及調解的工作將不會局限於香港境內。我們正與相關持份者共同密

切留意前海、南沙及亞洲新興市場的發展情況。 

 

法律改革 

－－－－ 

 

  所有法律體系均須因應社會的需要而演進，這說明健全法律改革制度的重要

性。法律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這方面對香港無疑作出極大貢獻。 

 

  近年，有社會人士就落實法改會建議的進度表達關注，甚或提出香港法律改

革機制是否需要改革。為監察落實法改會建議工作的進度，前任律政司司長致力

推出相關行政措施。我會延續這方面的工作，監察相關情況，並會進一步探討改

善整體法律改革工作的方案，包括研究、審議及落實建議的過程。 

 

  在推行方面，我們將會在本立法年度提交《合約（第三者權利）條例草案》，

以落實法改會在《立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報告書》所載的建議。至於法改會提交的

《集體訴訟報告書》，律政司最近成立了一個由相關界別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

負責考慮這方面工作應如何向前邁進。 

 

  我們亦會致力確保有需要考慮改革的議題會透過法改會進行研究。在這方面，

我想向大家宣布，法改會在上月舉行的會議上決定成立兩個小組委員會，將分別

研究「檔案法」及「公開資料」這兩個課題。我知悉申訴專員最近亦宣布就相關

問題進行調查。無論申訴專員會否參與法改會的相關研究工作，法改會也必定會

考慮申訴專員的調查結果，同時着手全面研究和比較香港與海外司法管轄區的相

關法律，以便考慮香港是否須改革這方面的法例，及如須改革，改革應如何進行。 

 

法律援助 

－－－－ 



 

  市民能有效地尋求司法公義是法治的重要元素。縱有實質法律權利，但若市

民無從有效地參與司法制度，任何權利亦徒具意義。近年有社會人士要求改革本

港法律援助制度。法律援助服務局負責就本港法律援助政策作出建議，當中包括

考慮建立獨立的法律援助管理局的可行性及可取性。據我所知，該局稍後便會提

交報告書。我們固然要作出適當的策略性規劃，並平衡不同界別對資源的需求。

但就任何可改善本港法律援助制度的真知灼見，當局定會樂意考慮。當報告書備

妥後，我會盡力與各有關部門的同事合作，詳細考慮各項建議，以期在切實可行

的範圍內，協助社會的弱勢社群能得到法律服務。 

 

法律草擬工作 

－－－－－－ 

 

  將政策演化成為法例絕非易事。在香港，這項工作更是難上加難，因為中文

和英文均為法定語文。因此，草擬法例不是簡單的中英或英中對譯工作，而應以

兩種語文妥為草擬法例文本，並盡可能使用淺白的文字（中文或英文亦然），以

便即使沒有律師資格的人士也能明白法例的涵意。去年十月，一位非常資深並具

備雙語能力的法律草擬專員加入律政司。我倆都認為適宜探討如何進一步改善雙

語法例的草擬工作。 

 

  律政司法律草擬科現正致力建立具有法定地位的香港法例電子資料庫，作為

實施《法例發布條例》（第 614 章）的部分工作。建立資料庫的目的，是讓公眾

能輕易閱覽具有法定地位的法例條文，並藉此取代現時沒有法律地位及只供參考

的電子版本。如獲得恰當撥款，新的電子資料庫預計可在二○一六或二○一七年

左右開始投入服務。 

 

檢控工作 

－－－－ 

 

  刑事檢控是律政司工作的重要一環。《基本法》第六十三條保障刑事檢控工

作不受任何干涉。我們將以公正獨立的態度，忠誠地履行這項職責，確保所有應

被檢控的人，不論其地位高低或財富多寡，都會被繩之以法。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現代、進取、高效率和公平的檢控服務，力求維護法治。

刑事檢控科一直致力提供持續培訓和定期舉辦研討會，日後亦會繼續這方面的工

作。該科擬備培訓教材，例如上月出版的《刑事訟辯課程手冊》，為律政司和私

人執業的律師提供檢控工作的指引。除舉辦量刑、電腦罪行等課題的研討會外，

去年的重頭戲是在十一月舉辦刑事法律研討會，讓本地和海外的法官、律師及學



者齊集一堂，就刑事法律改革之課題交換意見。 

 

  展望未來，檢察機關首長會議將在本年五月舉行。此外，我們亦安排了其他

培訓課程，包括一個關於檢控虐待動物案件的課程。刑事檢控科會繼續與其他司

法管轄區的檢控機構進行交流，就共同關注的事宜交換意見，並加強彼此合作，

打擊跨境或國際罪案，及限制或沒收犯罪得益。 

 

  為應付不斷轉變的工作需要，我們會不時檢討刑事檢控科的架構。我們已採

取的其中一項措施，是設立協調員或特定小組，負責處理電腦罪行等特定類別的

案件。 

 

  為使市民加深認識刑事檢控及刑事司法制度，我們去年七月首次舉辦「香港

檢控週」。由於市民對該活動的反應令人鼓舞，我們計劃每年均會舉辦同類活動。 

 

  正如傳媒報道，現任刑事檢控專員將在本年稍後時間退休。我們現正進行公

開招聘，以便物色一位持正不阿、傑出能幹的人士來擔當這項重要職責。在此請

容許我稍談另一事宜。我堅信人力資源是律政司最寶貴的資產，因此我們正在研

究有何措施，可吸引優秀的畢業生和勝任的律師加入律政司，以應付與日俱增的

挑戰。 

 

國際視野 

－－－－ 

 

  以上所述，大都是本地層面的事宜。當然，我們不會忽略香港必須保持國際

視野。在這個全球化年代，要延續香港的成功故事，確保本地法律制度和法律基

建能與時並進確實十分重要。去年十二月，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香港成立亞太區

區域辦事處。吸引國際上其他享負盛名的法律機構來港設立辦事處的政策必須持

之以恆，日後我們會繼續朝着這方向展開工作。當局最近決定在前中區政府合署

西座撥出辦公地方供這類機構使用，正正顯示當局對這項政策的支持。此外，律

政司國際法律科將繼續致力與其他司法管轄區訂立相互法律協助的相關安排，從

而讓香港在國際法律合作的世界版圖上佔一重要席位。 

 

法治 

－－ 

 

  最後，我希望簡短地談述近期引起公眾對法治議題進行激烈辯論的某些事宜。

我在致辭尾段才論及這些事情，並非有意淡化這些事情的重要性。我深信雖然爭

議值得我們適當地關注和處理，但不應成為絆腳石，妨礙我們進行從香港最佳利



益着眼而應採取的行動。 

 

  關於這一點，我想清楚說明，作為律政司司長，我定必堅定不移地維護法治

和司法獨立。儘管有人可能持不同意見，但我確實沒有意圖，更加沒有理由，用

任何手段損害法治或司法獨立，因為我們大家都認同，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其

中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剛才簡述的工作計劃，目的正是維護法治及鞏固我們

的法律制度和法律建設。 

 

  每當有法律程序對社會、經濟或政治帶來重大影響，都會引起公眾爭議，這

是完全可以理解的。然而，法律問題應該透過司法制度解決，這是法治概念的重

要一環。因此，假如我們真的尊重法治，則不論訴訟人是個人、公司或政府部門，

我們都應絕對尊重訴訟人透過司法體系解決法律問題的法律權利。事實上，一個

負責任的政府，在面對重大法律問題須予解決時，應該有勇氣和決心，設法把法

律問題交由司法程序妥善裁定，而不論此舉會否帶來爭議。 

 

  香港擁有世界級的司法機構，亦享有真正的司法獨立。我們應該有信心，無

論案件如何具爭議性，我們的法官也會完全獨立地嚴格按照法律就案件作出裁決。

我們當然絕對尊重言論自由和公眾發表意見的法律權利。然而，我們必須保持謹

慎，讓法官能夠在沒有不當干擾或任何形式壓力的環境下判案。與政治過程不同，

司法程序不受游說，亦不應受到游說。 

 

  毫無疑問，我們正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與時光無異，處理挑戰亦不容蹉跎。

只要我們懷着勇氣和決心，對我們的法律制度抱持堅定不移的信念，無論面對的

挑戰是否前所未見，我們定能克服及找到最切合香港社會整體利益的解決方案。 

  

  最後，我在此祝願各位有愉快豐盛的新一年。 

完 

 

２０１３年１月１４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