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长出席「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法律研讨会」

开幕礼的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今日 (七月

九日 )在深圳出席「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法律研讨会」

开幕礼的致辞全文：

尊敬的梁爱诗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

主任）、梁伟发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法学会会长）、徐宏司长（外交部条约法律

司司长）、刘洪一党委书记（深圳大学党委书记）、

各位法律和仲裁界的朋友、各位嘉宾 : 

 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出席这次「纪念香

港回归二十周年法律研讨会」。我衷心感谢外交部、

广东省法学会与深圳大学共同举办这个研讨会，为大

家提供一个平台，就「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香

港特区的落实情况，从不同角度去总结过去二十年的

经验，为未来的规划与发展构建更巩固的基础。

 国家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

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



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条文为「一

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政策及香港特区的《基本

法》提供了宪制的基础；而《基本法》的制定，则为

香港特区的设立，以及在特区实行的主要制度提供了

法律的规范和保障。  

 

  除了维护国家统一，《基本法》授权特区实行高

度自治，保留原有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法律基本

不变，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从

这角度而言，《基本法》的宗旨包括延续与发展；一

方面延续香港原有的制度，同时为香港特区在回归后

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法律和司法制度方面，《基本法》的相关条文

突显了「延续」与「发展」的特点。《基本法》第八

条保留了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制度。第九条容许特区的

行政、立法与司法机关使用中文及英文，作为普通法

的法律语言的英文因此得以继续为特区正式语文。《基

本法》第十八条规定，在特区实行的法律为《基本法》，



以及《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和特区立法

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性法律除列于附件三外，不在

特区实施。这三条条文，即《基本法》第八、九和十

八条，令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得以延续。  

 

  但在香港施行的普通法没有因为香港回归祖国而

原地踏步。相反，《基本法》让普通法在特区健康发

展。在回归之前，普通法依据香港法例第 88 章《英国

法律应用条例》在香港应用。当时的普通法，依据香

港法例第一章《释义及通则条例》的定义，是英国的

普通法。回归后，《基本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特区

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可以参考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

司法判例。换言之，除了英国普通法外，特区法院可

以参考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

普通法案例。与此同时，香港法例第一章《释义及通

则条例》中就「普通法」的定义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由从前的英国普通法改为「在香港施行的普通法」。  

 



  在《基本法》提供的环境下，普通法在过去二十

年在特区有健康、稳健和正面的良好发展。首先，相

对回归前，特区法院的案例更多参考英国以外的普通

法案例。这情况与《基本法》第八十四条不无关系。

此外，特别是在人权法的领域，特区法院经常参考欧

洲、联合国和美加的相关案例与法律文献，令特区在

很多方面的法律发展媲美其他普通法主要司法管辖区。 

 

  特区普通法的良好发展，《基本法》第八十二条

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该条文，特区终审法院自回

归以来一直邀请其他主要普通法地方的资深法官参与

审判工作。这安排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史无

前例。在过去二十年的实践，证明了这安排成功地加

强了特区与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司法交流，强化特区普

通法案例的质素，巩固国际社会 (特别是国际商贸界 )

对特区司法独立的观感。特区终审法院在过去二十年

来，在民商法和公法等不同领域的许多案例备受重视，

当中不少成为普通法世界中先导案例，很多时候被其

他普通法的法院引用，为普通法的发展作出贡献。  



 

  普通法背后的精神是法治，而法治一直是香港的

核心价值。《基本法》为香港的法治提供稳固的基础。

香港司法制度的表现在回归后得到世界的认同。世界

经济论坛发表的《2016 - 2017 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

在 138 个经济体中，香港的司法独立在全球排名第八，

在普通法地区中排名第三，并在亚洲排名第一。此外，

根据世界银行进行的「世界管治指标」的研究，以一

百分为满分，香港特区的法治指标自从 2003 年起平稳

地停留在九十分以上。这些国际评核结果充分反映国

际社会正面评价特区回归后的法治情况。  

 

  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紧密关系。由于特区保

留了国际商贸界熟识的普通法传统，令特区在国际金

融、商贸和物流等领域能够保持良好竞争力。根据瑞

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于今年 5 月 31 日发表的

《2017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在全球六十三个被

评估的经济体中排名第一。香港能够有这成绩，奉行



法治，以及香港的稳健法律和司法制度是其中的关键

因素。  

 

  此外，法律与外交也存在紧密关系。虽然外交事

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但根据《基本法》第七章的

有关规定，特区可以依法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据此，

回归二十年来，香港特区积极推展对外事务，致力确

立特区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以及法律及争议

解决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的对外事务，涉及多个不同方面。其中

包括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会议。在「一国两制」的独

特安排下，香港特区更在若干国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

与法律有关的例子，包括律政司正借调法律人员到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亚太中心工作，也有一名律政

司的律师担任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委员会下一个加强经

济法律基建工作组的召集人。此外，香港特区还吸引

了不少国际组织，在特区设立办事或代表机构，当中

的例子包括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香港特区也不时与不



同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亚

太经合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

法会议及常设仲裁法院等合办不同的会议和活动，务

求提升特区在亚太区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香港特区还按照《基本法》适用和缔结多项国际

协议，其中特区对外缔结了 240 多项涵盖司法协助、

民航、互免签证、自由贸易和投资保护等各个领域的

双边协定、适用超过 250 项包括国家已经参加和尚未

参加的多边公约。  

 

  香港特区作为全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方，同时

也是国家其中一个国际化、开放和具有对外经贸经验

的城市，特区一直充分利用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

积极配合国家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

其独特角色。  

 

  1997 年 7 月 1 日，世界的目光聚焦在香港回归交

接仪式上。转眼间，《基本法》已经实行了二十年。



特区在这二十年间经历了不少风浪，但整体上保持了

香港的经济繁荣、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包括法治、

司法独立、保障基本人权。奉行「一国两制」原则，

是史无前例的实验，通过实施《基本法》，不但可以

推动特区经济持续发展，维护法治，也能够继续突显

香港独特之处。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证明《基本法》

为「一国两制」提供了正确的轨道，发挥了有效的保

障。我相信只在「一国」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两制」

的差异，「一国两制」是最有利国家、最有利香港特

区的长远发展模式。  

 

  最后，我祝愿今次的研讨会圆满成功，也祝愿大

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