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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一月十四日）在２００８法律年度開啟典禮

致辭全文的中譯本：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大律師公會主席、律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首先，我要歡迎專程從海外和內地來港出席 2008 法律年度開啟典禮的各位嘉賓。 

 

引言 

 

  兩個星期後，香港其中一間歷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律師事務所，將會與美國一間首屈

一指的律師事務所合併，成為亞太區內極具規模的法律服務提供者。世界的確已越來越不受

地域彊界所限。香港在法律服務全球化的過程中，佔有策略性位置，這一點無須多作闡述。 

 

國際仲裁 

 

  行政長官在去年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強調，完備的司法制度和解決糾紛的法律

服務，是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必須具備的。 

 

  在這方面，律政司於去年 12 月 31 日發表了《香港仲裁法改革及仲裁條例草案擬稿諮詢

文件》，以徵詢公眾意見。我們建議在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的

基礎上，訂立單一仲裁制度，從而消除現行《仲裁條例》中本地仲裁與國際仲裁之間的分

別。我們相信，有關改革會使香港的仲裁法更易於應用，並且吸引更多人以香港為首選的仲

裁司法管轄區。 

 

  過去一年，我們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緊密合作，商討政府在促進國際仲裁服務發展方面

可採取的最佳做法。我們也接觸過一些主要的國際仲裁機構，例如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斯

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和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探討這些機構在香港建立業務的可能

性。 

 

  去年九月我到北京訪問後，我們很高興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確認，關於香港與內地相互執

行仲裁裁決的安排，不但適用於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等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而且適用於在

香港進行的臨時仲裁裁決。 

 

全球化的其他發展 

 

  香港早已是國際城市。律政司與國際社會緊密合作，提供司法互助，以及攜手打擊恐怖

主義活動和清洗黑錢罪行。律政司的同事獲邀請，分別在 2006 年年底和 2007 年參與有關蒙

古和印尼的相互評估，作為亞洲／太平洋反清洗黑錢組織的相互評估計劃的一部分。 

 



  去年 9 月，我們主辦國際檢察官聯合會周年會議，有接近 100 個司法管轄區的檢察官出

席。律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江樂士資深大律師獲選為聯會執行委員會成員，這是對我們檢控服

務質素的認可。我們會善用該席位，以加強全球反罪行策略和推廣更有效的檢控工作。 

 

  在一星期後，於國際間享負盛名的文偉彥御用大律師將加入律政司，出任法律草擬專

員，這會加強本司在法律草擬方面的能力。文偉彥御用大律師是前澳洲維多利亞州首席議會

法例草擬專員，具有 32 年從事法律草擬工作的經驗，他剛獲選為英聯邦法律草擬律師聯會

主席。 

 

與內地的聯繫和合作 

 

  在與內地的司法合作方面，《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行)條例草案》於去年 3 月在立法會

首讀，待條例制定後，將會為在香港及內地營商的本地或國際商人和機構，提供另一個選

擇，讓他們以更簡易的方式尋求執行適用的商事判決。 

 

  律政司除了爭取擴大《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範圍，以及方便香港律師參加國家司法

考試以取得內地資格之外，更自 1999 年開始為內地官員舉辦普通法培訓計劃。過去 8 年，

共有 101 名來自中央和各省市政府的內地官員在香港大學修畢普通法深造課程，並在律政司

或其他與法律有關的部門完成短期實習。我們現正擴大這個計劃，並已經與有關當局達成協

議，安排內地官員在中文大學修讀同類課程。 

 

法律前景的其他轉變 

 

  全球化和中國崛起，並非導致法律前景急速轉變的唯一原因。 

 

  正如那些在去年 11 月調解會議中與我們分享經驗的海外專家一樣，我們也發現，儘管

司法體制持續發展，法律專業人員日益增多，但傳統用作解決爭議的方法已不能應付所有需

要。雖然我們現正增撥資源和簡化程序，但是法庭程序仍然可以經年累月、耗費巨大，令訴

訟雙方持續對抗，結果也難以預料，同時可以令人對法律程序感到不滿。 

 

  行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公布，律政司會領導一個跨界別工作小組，籌劃如何在香港

推廣調解服務。我殷切期待下月初召開的首次會議，討論的事項將包括：如何令商界及市民

大眾認識何謂調解及調解的好處；如何簡化調解員取得所需水平及資格的程序；以及是否有

需要藉司法機構的強制措施或透過立法來推動調解服務的發展。司法機構現正就特定範疇考

慮及推行試驗計劃。這些計劃有助解答一些複雜問題，例如法官在調解過程中的角色，以及

調解過程保密的需要等。 

 

  為考慮應否擴大目前律師出庭發言權而設立的工作小組，其報告書已獲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通過，並已轉交律政司。律政司現正研究落實工作小組的建議所須訂立的法例，並希望能

在 2008-09 年度的立法會會期提出有關的立法建議。 

 

不容妥協的原則 

 



  面對這些及其他轉變，我們必須提高警覺，不要為了順應新形勢而在基本原則上作出妥

協。質素是絕對不能降低的。在推動快捷、具彈性和成本效益的調解服務時，不可把司法公

正及法律原則置之不顧。在増加可擔任出庭代訟人的人數時，仍然要保持高質素的出庭訟辯

水平。要迎接新挑戰及競爭，最穩妥的方法就是提升自己的專業才能，並提供專門或多元化

的服務。在這方面，法律及相關服務的供求情況顧問研究報告會在短期內發表。這份報告肯

定會提供我們所需的經驗數據，可供考慮未來路向之用。 

 

  對於我們所有從事司法工作的人來說，還有一些信念是不容動搖的。公眾利益必然是我

們首要的考慮因素，還有的就是必須盡力地捍衛法治。當我們說「法治」是我們制度中的基

石時，我們所指的不單是法律面前人人平等，而是每一個人，不論身份、地位、職銜，特首

也好，普通市民也好，都必須守法，並服膺法院的司法管轄。 

 

  法律改革委員會繼續在香港的法律架構中找出須作檢討和改善的範疇。該委員會去年發

表的文件，包括重要的《按條件收費》報告書。另一項引起公眾廣泛關注的新研究，是有關

本港慈善組織的法律及規管架構的檢討。 

 

  最近有兩項涉及如何適當地考慮公眾利益的裁決，值得在此一提。首先，法院在司法覆

核申請案中頒發訟費命令時強調，申請人提起法律程序是否為了促進公眾利益，這不能單憑

申請人自己對公眾利益的理解來定奪。我們必須客觀地評估問題，而有關利益是涉及整體社

會的利益（註１）。 

 

  第二、終審法院確認，用以決定是否准予進行司法覆核的正確驗證準則，是能否證明有

關案件是一宗可批予濟助的可爭辯案件，而並非是否有“潛在可爭辯點＂這個較低的門檻

（註２）。終審法院進一步闡述，“在法治社會裏，市民可以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質疑公

共機構的決定，這點固然極為重要，但為了保持良好的公共行政，以保障公眾利益，我們不

應讓公共機構因為一些不可爭辯的聲請，而在作出決定時不能確定其決定的有效性，我們也

不應讓受到這些決定影響的第三者面對這些不明朗因素。＂（註３） 

 

結語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

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去年 10 月胡錦濤主席對前景表示樂觀的這番

話，教人感到安心。如果我們以這種樂觀精神來看香港的法律前景，只要我們堅守穩固的法

治傳統並決意維護法治，加上各方在“一國兩制＂這個史無前例的構想下，抱着開明、友好

和合作的態度，我確信香港定能化挑戰為機遇，造福我們自己，也造福國家。我謹祝大家新

的一年生活愉快而豐盛！ 

 

 

註１．朱凱迪及另一人 訴 民政事務局局長案，高院憲法及行政訴訟 2007 年第 87 號，2007

年 9 月 6 日，第 26 段。 

註２．陳普芬 訴 張智媛及另一人(終院民事上訴 2007 年第 10 號)，2007 年 11 月 30 日。 

註３．判詞第 14 段。 

 

完 



 

二○○八年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