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长二○一三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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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十四日）在二○一三年法律

年度开启典礼的致辞全文（中文译本）：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各位法官及司法机构成员、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欢迎各位出席是次开启典礼的嘉宾，特别是从内地或海外司法管辖

区前来的嘉宾。作为国际城市，香港欢迎每一个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进行交流的

机会。 

 

  由于我在二○一二年七月一日才出任律政司司长一职，这是我首次有幸以这

个身分出席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我希望藉此机会，向大家汇报若干新进展及简述

未来数年的工作重点。 

 

法律服务和解决争议中心 

－－－－－－－－－－－ 

 

  我们的自由经济体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其他城市的商业网络、高效率

的法律制度等因素，在在都促使香港有优势成为亚太区重要的法律服务和解决争

议中心。这是前人过去努力耕耘的成果，我深信我们应该继续朝这方向迈进。 

 

  去年九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委）设立贸仲委香港仲裁中

心。该中心是贸仲委首个在内地以外设立的分支。该中心的成立，加上国际商会

国际仲裁院在香港设立的亚洲秘书处分处，令香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更加

巩固。 

 

  仲裁各方考虑仲裁地点时，仲裁裁决能否强制执行是一个相关因素。虽然现

时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已可在超过 140个司法管辖区强制执行，我们仍会继续

拓展这个网络，使本港仲裁裁决能在更多地方强制执行。在这方面，印度政府在

二○一二年三月宣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和澳门）是《纽约公约》

下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相互执行伙伴，从而彻底消除了先前有关香港仲裁裁决可

否在印度强制执行的疑虑。再者，香港与澳门刚在上周一签订《相互认可和执行

仲裁裁决的安排》（《安排》）。我们计划在本立法年度内就《仲裁条例》（第

609章）提出相应修订，从而落实该《安排》。 

 

  调解推广工作在去年亦取得相当进展。《调解条例》在二○一二年六月通过，



并在二○一三年一月一日生效。该条例为在香港进行的调解提供法律框架，当中

特别着重保障调解通讯的保密性。此外，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于二○

一二年八月成立，该协会由业界主导，预计在本年四月左右开始运作，负责就培

训和资格评审订立准则，并处理纪律事宜。 

 

  律政司将会继续积极提倡调解服务。我们刚成立调解督导委员会，并在其下

设立三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负责监察规管、资格评审、培训及公众教育和宣传的

事宜。督导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包括监察《调解条例》的实施情况、制定评审资格

的标准，以及其他与调解未来发展相关的事宜。 

 

  推广仲裁及调解的工作将不会局限于香港境内。我们正与相关持份者共同密

切留意前海、南沙及亚洲新兴市场的发展情况。 

 

法律改革 

－－－－ 

 

  所有法律体系均须因应社会的需要而演进，这说明健全法律改革制度的重要

性。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在这方面对香港无疑作出极大贡献。 

 

  近年，有社会人士就落实法改会建议的进度表达关注，甚或提出香港法律改

革机制是否需要改革。为监察落实法改会建议工作的进度，前任律政司司长致力

推出相关行政措施。我会延续这方面的工作，监察相关情况，并会进一步探讨改

善整体法律改革工作的方案，包括研究、审议及落实建议的过程。 

 

  在推行方面，我们将会在本立法年度提交《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草案》，

以落实法改会在《立约各方的相互关系报告书》所载的建议。至于法改会提交的

《集体诉讼报告书》，律政司最近成立了一个由相关界别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

负责考虑这方面工作应如何向前迈进。 

 

  我们亦会致力确保有需要考虑改革的议题会透过法改会进行研究。在这方面，

我想向大家宣布，法改会在上月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成立两个小组委员会，将分别

研究「档案法」及「公开资料」这两个课题。我知悉申诉专员最近亦宣布就相关

问题进行调查。无论申诉专员会否参与法改会的相关研究工作，法改会也必定会

考虑申诉专员的调查结果，同时着手全面研究和比较香港与海外司法管辖区的相

关法律，以便考虑香港是否须改革这方面的法例，及如须改革，改革应如何进行。 

 

法律援助 

－－－－ 



 

  市民能有效地寻求司法公义是法治的重要元素。纵有实质法律权利，但若市

民无从有效地参与司法制度，任何权利亦徒具意义。近年有社会人士要求改革本

港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服务局负责就本港法律援助政策作出建议，当中包括

考虑建立独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的可行性及可取性。据我所知，该局稍后便会提

交报告书。我们固然要作出适当的策略性规划，并平衡不同界别对资源的需求。

但就任何可改善本港法律援助制度的真知灼见，当局定会乐意考虑。当报告书备

妥后，我会尽力与各有关部门的同事合作，详细考虑各项建议，以期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协助社会的弱势社群能得到法律服务。 

 

法律草拟工作 

－－－－－－ 

 

  将政策演化成为法例绝非易事。在香港，这项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中文

和英文均为法定语文。因此，草拟法例不是简单的中英或英中对译工作，而应以

两种语文妥为草拟法例文本，并尽可能使用浅白的文字（中文或英文亦然），以

便即使没有律师资格的人士也能明白法例的涵意。去年十月，一位非常资深并具

备双语能力的法律草拟专员加入律政司。我俩都认为适宜探讨如何进一步改善双

语法例的草拟工作。 

 

  律政司法律草拟科现正致力建立具有法定地位的香港法例电子资料库，作为

实施《法例发布条例》（第 614章）的部分工作。建立资料库的目的，是让公众

能轻易阅览具有法定地位的法例条文，并藉此取代现时没有法律地位及只供参考

的电子版本。如获得恰当拨款，新的电子资料库预计可在二○一六或二○一七年

左右开始投入服务。 

 

检控工作 

－－－－ 

 

  刑事检控是律政司工作的重要一环。《基本法》第六十三条保障刑事检控工

作不受任何干涉。我们将以公正独立的态度，忠诚地履行这项职责，确保所有应

被检控的人，不论其地位高低或财富多寡，都会被绳之以法。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现代、进取、高效率和公平的检控服务，力求维护法治。

刑事检控科一直致力提供持续培训和定期举办研讨会，日后亦会继续这方面的工

作。该科拟备培训教材，例如上月出版的《刑事讼辩课程手册》，为律政司和私

人执业的律师提供检控工作的指引。除举办量刑、电脑罪行等课题的研讨会外，

去年的重头戏是在十一月举办刑事法律研讨会，让本地和海外的法官、律师及学



者齐集一堂，就刑事法律改革之课题交换意见。 

 

  展望未来，检察机关首长会议将在本年五月举行。此外，我们亦安排了其他

培训课程，包括一个关于检控虐待动物案件的课程。刑事检控科会继续与其他司

法管辖区的检控机构进行交流，就共同关注的事宜交换意见，并加强彼此合作，

打击跨境或国际罪案，及限制或没收犯罪得益。 

 

  为应付不断转变的工作需要，我们会不时检讨刑事检控科的架构。我们已采

取的其中一项措施，是设立协调员或特定小组，负责处理电脑罪行等特定类别的

案件。 

 

  为使市民加深认识刑事检控及刑事司法制度，我们去年七月首次举办「香港

检控周」。由于市民对该活动的反应令人鼓舞，我们计划每年均会举办同类活动。 

 

  正如传媒报道，现任刑事检控专员将在本年稍后时间退休。我们现正进行公

开招聘，以便物色一位持正不阿、杰出能干的人士来担当这项重要职责。在此请

容许我稍谈另一事宜。我坚信人力资源是律政司最宝贵的资产，因此我们正在研

究有何措施，可吸引优秀的毕业生和胜任的律师加入律政司，以应付与日俱增的

挑战。 

 

国际视野 

－－－－ 

 

  以上所述，大都是本地层面的事宜。当然，我们不会忽略香港必须保持国际

视野。在这个全球化年代，要延续香港的成功故事，确保本地法律制度和法律基

建能与时并进确实十分重要。去年十二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香港成立亚太区

区域办事处。吸引国际上其他享负盛名的法律机构来港设立办事处的政策必须持

之以恒，日后我们会继续朝着这方向展开工作。当局最近决定在前中区政府合署

西座拨出办公地方供这类机构使用，正正显示当局对这项政策的支持。此外，律

政司国际法律科将继续致力与其他司法管辖区订立相互法律协助的相关安排，从

而让香港在国际法律合作的世界版图上占一重要席位。 

 

法治 

－－ 

 

  最后，我希望简短地谈述近期引起公众对法治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某些事宜。

我在致辞尾段才论及这些事情，并非有意淡化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我深信虽然争

议值得我们适当地关注和处理，但不应成为绊脚石，妨碍我们进行从香港最佳利



益着眼而应采取的行动。 

 

  关于这一点，我想清楚说明，作为律政司司长，我定必坚定不移地维护法治

和司法独立。尽管有人可能持不同意见，但我确实没有意图，更加没有理由，用

任何手段损害法治或司法独立，因为我们大家都认同，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刚才简述的工作计划，目的正是维护法治及巩固我们

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建设。 

 

  每当有法律程序对社会、经济或政治带来重大影响，都会引起公众争议，这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法律问题应该透过司法制度解决，这是法治概念的重

要一环。因此，假如我们真的尊重法治，则不论诉讼人是个人、公司或政府部门，

我们都应绝对尊重诉讼人透过司法体系解决法律问题的法律权利。事实上，一个

负责任的政府，在面对重大法律问题须予解决时，应该有勇气和决心，设法把法

律问题交由司法程序妥善裁定，而不论此举会否带来争议。 

 

  香港拥有世界级的司法机构，亦享有真正的司法独立。我们应该有信心，无

论案件如何具争议性，我们的法官也会完全独立地严格按照法律就案件作出裁决。

我们当然绝对尊重言论自由和公众发表意见的法律权利。然而，我们必须保持谨

慎，让法官能够在没有不当干扰或任何形式压力的环境下判案。与政治过程不同，

司法程序不受游说，亦不应受到游说。 

 

  毫无疑问，我们正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时光无异，处理挑战亦不容蹉跎。

只要我们怀着勇气和决心，对我们的法律制度抱持坚定不移的信念，无论面对的

挑战是否前所未见，我们定能克服及找到最切合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在此祝愿各位有愉快丰盛的新一年。 

完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