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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律政司司長梁愛詩今日(二月十七日)在二○○五年法律年度開啟典禮上致辭全文(中

文譯本)：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大律師公會主席、律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香港特區回歸祖國至今七年半，期間面對的挑戰，是把「一國兩制」的理論落

實，貫徹執行。在應付這個挑戰上，我認為我們已取得勝利。 

 

相信各位都知悉社會最近出現的爭議事件，以及對憲制提出的挑戰。在一個公開

的法治社會中，這些事件是無可避免的。每一次所爭議的事件獲得解決，總會加深我

們對「一國兩制」的了解，使我們更有能力應付新的問題。與其把注意力完全投入每

宗新的爭議中，不如退一步縱覽全局，這樣我們定能發現，自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至

今，我們取得的成就實在不少。 

 

我認為新憲法在香港的土壤中已扎穩根基。我們的憲制安排，性質獨特，因此這

項成就可說史無前例。今天下午，我希望向所有曾經為這項成就作出貢獻的人士一一

致謝。 

 

司法機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請讓我在此向司法機構衷心致意。司法機構擔當極為重要的

角色，不僅詮釋《基本法》的文本，也確保當中的承諾能夠兌現，讓市民可享有所保

證的權利，也履行所載的義務。 

 

與其他憲制文件一樣，《基本法》必須以廣義和概括性的用語表述。要把那些用

語在日常生活林林總總的處境中應用，誠非易事，因此而引致一些需要作出調解的爭

議。 

 

然而，每宗涉及解釋《基本法》的案件審結以後，我們對《基本法》涵義的了解

隨之而加深，工作也會較易。《基本法》共有 160 條條文，過去七年半，香港法院曾

對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條文作出解釋。這些案件的判詞不僅就涉及的個別爭議作出裁

決，也產生了一套判例，加深我們對《基本法》的了解。《基本法》的多個重要範疇

現已獲得澄清，包括居港權、普通法的延續性、表達自由、和平集會的權利、財產權

益的保障和公務人員的權利。 

 

有人把憲法比擬作一棵「活樹」。因此，有關解釋《基本法》涵義的判例，就可

以視為從我們憲法生長出來的根和枝。這個成長過程，對政府、法律專業和社會整體

來說，都是意義重大的。什麼是法律所容許，什麼是法律所不容許，政府將會獲得更

多指引。法律專業人士能向當事人提供更佳的法律意見，而社會人士則看到《基本

法》包涵的核心價值得到獨立自主的法官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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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政府的作為提出司法覆核，在維護法治方面也是至為重要的一環。政府固然

必須遵守法律，但若偶然失察而未能守法，法院的介入絕對是正確必要的。很多時

候，政府的行政決定都經得起訴訟的挑戰，政府的權威也因此而得到提升。法庭為澄

清在法律上對公職人員的要求而作出的裁決，給政府未來的作為提供寶貴的指引，從

而有助改善公共行政。 

 

立法會 

 

立法會在協助落實「一國兩制」方面也擔當了一個重要的角色。《基本法》第十

一條訂明，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律，均不得同《基本法》相抵觸。

立法會議員在審議法例草案時，均盡心竭力，研究有關條文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規

定。很多時候，議員都能適當地作出提問。議員一直強調，他們必須確信條例草案符

合《基本法》，然後才同意給予支持。這雖然是大家預期之事，但也該公開表揚他們

的貢獻。 

 

立法會主席亦曾就涉及立法機關的《基本法》事宜，作出多項重要決定。我當然

不宜就這些決定的實質內容作出評論。不過，這些決定卻提供了非常寶貴的指引，特

別是某一條法案是否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這些問題將決定法案提交

立法會的方式，因此非常重要。 

 

法律專業 

 

法律專業在實施《基本法》方面同樣擔當重要的角色。執業律師就憲法賦予市民

的權利向他們提供意見。在適當的時候，他們會提供專業服務，協助市民透過訴訟行

使該等權利。沒有該等協助，《基本法》會否成為具有如此效力的憲制文件也成疑

問。法庭能夠作出穩妥的判決，在很大程度上有賴法律專業對有關問題所作的深入研

究以及律師出庭訟辯的素質。由於與《基本法》有關的每一項判決都成為日後案件的

判例，代訟人及訴訟律師對香港憲法的發展，發揮了重大的影響力。 

 

在更廣泛的層面上，法律專業在個人、財產及商業事務等各個領域提供服務，確

保我們的社會是以法律為基礎。香港擁有一支強大而獨立的法律專業隊伍，他們在維

持香港的法治方面，不論回歸前後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也希望在此向兩個法律專業致意，他們在協助促進與內地律師的相互了解，以

及把業務擴展至內地方面擔當重要角色。這些過程有助消除兩個法律制度在彼此了解

方面所存在的差距，並有助提高內地法律服務的素質。這無疑有助「一國兩制」茁壯

成長。 

 

律政司 

 

律政司將繼續協助法律專業持續發展，強大獨立如昔。律政司會參與新成立的法

律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的工作。該委員會是一個法定組織，負責監察及改善法律教

育水平的工作。法律教育改革已經開展，四年制的法學士課程已於去年九月取錄首批

學生，而法律專業證書課程的改革亦已逐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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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明白，大部分律師都希望可以推行一個負擔較輕的計劃，以取代現行的專

業彌償計劃。我同意這是合宜的，律政司對任何建議的新計劃，都會盡量作出建設性

的考慮。當然，在保障消費者方面，我們必須顧及公眾利益，同時也須維護律師的利

益。 

 

律政司將會致力推廣香港律師提供的服務。這項工作將分兩方面進行。首先，我

們會推廣香港作為國際調解糾紛中心，特別為涉及海外營商者的內地糾紛進行調解。

另外，我們會因應本地律師根據兩個《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而享有較其他同業有利

的條件，在內地推廣香港的法律服務。 

 

律政司將會繼續參與各項為鞏固香港法律制度而進行的法律改革計劃。這些計劃

包括有關容許律師在更高級別的法院享有出庭發言權及有條件收費的可行性研究。雖

然延續是《基本法》的主題，但這並不表示我們的法律制度須一成不變。「一國兩

制」的方針，只有在香港能維持本身的活力和競爭力的情況下，才可繼續成功落實。

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與時並進而又能夠迎合現代社會需要的法律制度。 

 

通力合作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過去七年半以來，社會各界人士協力同心，讓新的憲制秩序

在香港牢牢植根。本港的法治精神毋庸置疑，司法獨立穩固如昔，人權在本地、憲制

及國際三個層面都受到保障，法律制度蓬勃發展；與此同時，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維

持不變，而其中一項要素就是媒體可以暢所欲言，發表不同意見。 

 

上述的成就，令我們感到自豪。無疑，我們在未來將要面對許多新挑戰。不過，

我們的工作建立於穩固的憲制基礎。我深信，透過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努力和合作，

「一國兩制」定會繼續為全世界帶來啟示。多謝各位。 

 

完 

 

二○○五年二月十七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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