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律政司司長在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三屆亞太區會議開幕典禮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九月二十四日）在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

三屆亞太區會議開幕典禮上致辭全文： 

 

呂特派員、秘書長漢斯‧范魯先生、各位總檢察長和司法部長、各位代表、各位嘉賓、

先生們、女士們： 

 

  我很高興在此熱烈歡迎各位蒞臨香港特別行政區，出席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三屆亞

太區會議。 

 

  今天有五位來自亞太區的總檢察長和司法部長出席這個會議，我們感到十分榮幸。

此外，我們也歡迎來自二十多個亞太國家的高級政府官員、聲名顯赫的律師和法律學

者，以及區內的非政府機構代表出席會議。 

 

  各位撥冗出席會議，足證今天和以後兩天我們將要討論的議題何等重要，這個議題

便是：我們如何通過海牙會議多項公約加強國際合作。上月在北京舉行的奧林匹克運動

會，最能展示今天我們與各國友好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多麼密切。地球各處的人流穿梭往

來，我們的世界和生活越來越受此影響，加上我們與其他國家的人建立越趨複雜的商務

及人際關係，因此，我們通過國際私法制定共同準則的需要也越來越大，而且日益迫切。 

 

  在過去一百一十多年來，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一直堅定不移地為國際私法的逐步統一

及協調默默耕耘。「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這名稱或許令很多人誤解，以為這只是為律師

而設的會議，讓他們聚集在一起，從學術層面探討法律議題。事實卻並非如此，海牙會

議是一個從事實質工作的活躍機構。除了倡議在法律程序及訴訟方面的跨國界合作外，

海牙會議還為國際間的家庭福利事宜作出許多影響深遠的重大貢獻，所涵蓋的範疇廣

闊，包括承認婚姻關係，以及處理與遺囑性質的產權處置有關的法律衝突等。 

 

  此外，在保護兒童方面，海牙會議亦不遺餘力，制定了跨國領養兒童規則，並致力

減少國際擄拐兒童事件。 

 

  很多《海牙公約》都是與人有關的；出席海牙會議的代表和官員經常探討有甚麼方

法可以改善人們（特別是兒童）的生活，並協助他們克服在跨境情況下產生的法律難題。 

 

  除了推廣和監察以「人」為本的公約的運作外，海牙會議在促進國際訴訟和法律程

序的司法合作，以及統一國際私法的規則方面，也作出了卓越貢獻。這範圍內的相關公

約解決了本來需由訴訟人和法院面對的不少難題。這些公約，包括《關於向國外送達民



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的海牙公約》和《關於從國外調取民事或商事證據的海

牙公約》，對含有國際元素的案件而言，在改善和便利執行司法工作方面，證明極具成

效。 

 

  在全球一體化的年代，《海牙公約》的實際效用和日常為我們帶來的裨益實在不可

言喻。由於跨國活動日趨頻繁，我們需要一套有效的國際法律框架來處理涉及不止一個

司法管轄區的案件所引起的分歧。海牙會議在這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為不同法律體制

出現的衝突提供了解決分歧的方法。 

 

  我亦很高興從秘書長漢斯‧范魯先生（Ｍｒ ｖａｎ Ｌｏｏｎ）得知，海牙會議

的區域代表在拉丁美洲推動該區接納和加入《海牙公約》方面的工作，十分成功。事實

上，《海牙公約》的效用和實用性並不局限於某個區域的一些國家，而是可以作為全球

不同地區（包括亞太區）之間國際合作的穩固基礎，這正是今次會議的主題。 

 

  《海牙公約》具前瞻性，並且能回應這個時代的需要。我只需要以三條最新的《海

牙公約》為例，便可說明其多元性和適切性。這些公約包括：二○○五年《法院選擇協

議公約》、二○○六年《中介人所持證券若干權益的準據法公約》，以及二○○七年《國

際追討供養子女費用和其他形式生活費公約》。雖然這些公約在國際上尚未生效，但卻

有潛力令那些備受以下情況困擾的人感到安心：國際商業交易中缺乏法律保障、不同持

有證券模式所引起的法律的不確定性，以及屬不同司法管轄區居民的當事各方在追討供

養子女費用時涉及繁複和冗長的法律程序。 

 

  《海牙公約》可隨時供海牙會議的會員國和非會員國採用，這意味着各司法管轄區

只要成為公約的締約國，便可受惠於現有的公約。這是促成國際合作的快捷簡便方法，

優點是各國不用就相同的事項進行雙邊協議談判，可節省寶貴的時間和資源。 

 

  《海牙公約》是一系列國際文書的卓越典範，特別是在民商事事宜方面，可供世界

各個司法管轄區隨時採用，而其中不少文書已通過了時間和實際案件的考驗。我們能夠

證明，這些文書多年以來在香港發揮了重大的作用。 

 

  香港能夠參與海牙會議，也許是說明「一國兩制」原則成功落實的最佳例子之一。 

 

  首先，香港在很早之前已實施《海牙公約》。現時，共有九條《海牙公約》適用於

香港，部分公約已在香港實施超過四十年。其中有些只適用於香港，而不適用於中國內

地或澳門。香港《基本法》的有關條文和大部分的《海牙公約》在設計上亦容許出現這

個情況，讓締約國可把公約應用於國家的所有領土單位，或只把公約應用於部分實行不

同法律體系的領土單位。 

 



  與此同時，在「一國」的層面，香港自一九九八年起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參與

海牙會議。香港特區律政司的律師，以及最近澳門特區法務局的人員，都曾參與新的《海

牙公約》的磋商工作，並檢討《海牙公約》的運作情況。 

 

  《海牙公約》讓香港成為全球司法管轄區聯網的一部分，從相互法律合作中受惠。

對於須處理棘手的跨國界民商事訴訟的法庭及與訟各方來說，應用《海牙公約》能提供

有效的途徑，以處理這類訴訟固有的障礙，並有助與訟各方避免不必要地重複多餘的程

序。 

  

  我必須說的是，《海牙公約》為我們提供的協助，超過我們的想像。其中一個極明

顯的例子，就是香港與中國內地在制定相互認可和執行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時，我們

曾廣泛地引用二○○五年《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的條文及其基本原則。由於香港仍

屬普通法司法管轄區，而中國內地則屬民法司法管轄區，該國際私法框架相當重要。另

一個例子是《關於向國外送達民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的海牙公約》，該公約

亦對香港與中國內地起了啟發作用，促使兩地就同一事宜達成安排，並已於一九九九年

簽訂和實施。 

 

  香港和中國內地在法律和司法方面加強合作，不單凸顯香港作為世界級銀行和金融

中心的重要地位，同時亦鞏固我們作為區域性的專業法律服務中心的特殊地位。 

 

  然而，在這個地球村，我們若不與其他經濟體系合作交流，是無法取得蓬勃發展的。

為了鞏固香港作為區內法律服務中心的地位，我們會繼續倚仗海牙會議和《海牙公約》，

以幫助我們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建立聯繫。 

 

  先生們、女士們，香港有機會為亞太區合辦今次的海牙會議，我們深感榮幸和興奮。 

 

  在未來兩天，我們將集中討論如何使用《海牙公約》作為亞太區國際合作的基礎。

希望在會議結束時，大家對各項公約可以發揮的作用，以及可以怎樣利用有關公約造福

國民和商界，能夠有更多認識。同時，我們也希望大家從這次會議中所取得的經驗，能

說服各位加入成為海牙會議的會員國，從而加強《海牙公約》在亞太區內的聯繫、效益

和影響力。 

 

  最後，我謹向海牙會議，特別是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辦事處致謝，今次會議得以

順利舉行，實有賴常設辦事處大力協助。我也要向各位講者、專題討論小組成員，以及

將擔任主持和作匯報的代表致謝。相信各位定會從不同環節的演說和討論中得到裨益。 

 

  我謹祝願會議取得美滿成果，各位蒞臨參加會議的嘉賓有一個愉快難忘的訪港之

旅。 



完 

 

２００８年９月２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５時３６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