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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2030 — 聚焦法治” 

 

引言 — 法治对全球及国家发展至为关键 

 

2015 年，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议程》)，为全球创造更美好和更可持续的未来指

明了方向。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在 2015 年通过《议程》下的 17

项目标，以应对全球面对的挑战，包括贫穷、不平等、气候

变化、环境恶化、和平及司法公正等；并要求全球伙伴共同

参与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在全球、区域、国家以及地

方层面不断加强国际合作，落实行动。《议程》的 17 项目标

互有关连，而法治是成功落实目标的重要支柱,尤其是目标

16 下的具体目标 16.3 旨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促进法治，确保

所有人都有平等诉诸司法的机会。 

 

2. 国家政策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并 

坚定落实促进法治反腐。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总结改革开

放 40 年的经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

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提到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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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治建设规划及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等措施，为推进改革发

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3.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开展，对法制规则等

建设的需求也日益突显，沿线国家的法治水平及廉洁高效尤

其关键。  

 

4. 2018 年 “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共同主席声

明中特别提到法治合作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不可或

缺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环节，应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的基础上开展。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于致信祝贺中国法治国际

论坛（2019）开幕时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法治

进行保障。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构建公

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更好造福各国人民」。该论坛主席声明亦重申法治

合作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法治是

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并建议“一带

一路”参与方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和地区组织在相关领域的

合作，进一步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法治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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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法治之基。 “一带一路”法治上的

深化合作完全呼应了《议程》中与法治相关的范畴。 

 

“愿景 2030 — 聚焦法治” 

 

5. 因此，为配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就法治的相

关建设及 “一带一路”倡议下全方位的法治合作；并同时巩固

香港特区社会对法治的认识及实践，推动“一国两制”原则

在香港特区行稳致远，确保香港特区长治久安，维护香港特

区长期繁荣稳定；律政司启动一个历时 10 年的“愿景

2030 — 聚焦法治” 计划 (“愿景 2030”计划)。此计划旨

在透过研究、与不同的持份者协作和能力建设探讨法治的各

个元素，推广社会大众对法治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从而在本

地以至国际层面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融和公平社会。 

 

6. “愿景 2030”计划获得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层次政策支

持。在 2019 年《施政报告附篇》中，行政长官支持律政司推

出跨越十年具前瞻性的“愿景 2030”计划，为法治进行推广

和教育的工作。而在 2020-21 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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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司司长也预留约 4.5 亿港元供律政司推行为期十年的

“愿景 2030”计划，以应付计划所需的人力资源及其他运作

开支。 

 

7. “愿景 2030” 计划的具体工作包括： 

 

(i) 促进共融持份者的协作; 

(ii) 鼓励学术及专业交流与研究; 

(iii) 加强能力建设和发放正确信息;及 

(iv) 举办推广活动，协助巩固区内外的法治社会。 

 

8. “愿景 2030” 计划设有短、中、长期目标。作为计划

的第一步，律政司已成立由本地及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愿

景 2030”专责小组，就如何实现预期政策目标向香港特区政

府建言献策。专责小组的首次会议已于本年 6 月 12 日以视

像会议形式举行，有十多位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

专家出席。 

 

9. 现阶段来说，“愿景 2030” 计划的短期目标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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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通过推广、教育及能力建设，加深社会对法治的认识

及实践；(2)进行有关法治的研究和整理相关数据；(3)加强

与本地及国际持份者协作，合办活动以推广和促进法治；以

及(4)跟上国际及区域的法治发展。 

 

（1）通过推广、教育及能力建设，加深对法治的认识及实践 

 

10. 香港特区拥有“一国两制”这一最大的优势。在“一国两

制”原则下，香港特区保持了司法独立及成熟稳健的司法制

度。同时，香港特区社会高度尊重法治，其法律制度及法治

水平亦广受国际及多项国际指标的认同。诚然，“一国两制”

原则由伟大构想至其落实以来，亦遇到了不少挑战。国家主

席习近平指出:「只要对‘一国两制’坚信而笃行，‘一国两制’的

生命力和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现出来」。其中，有论者认为目前

香港特区社会上缺乏针对普罗大众的法治教育，并建议有关

方面加强社会上正确的法治教育及与相关持份者开展合作。 

 

11. 有见及此，“愿景 2030” 计划将透过不同切合本地情

况的项目及针对不同界别的推广接触公众，推动普罗大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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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识法治及其相关概念。“愿景 2030”计划将会针对各阶

层，包括（1）普罗大众；（2）学校；（3）地区活动；及（4）

专业及法律界，推出更聚焦性的公众教育活动。 

 

(2)进行有关法治的研究和整理相关数据 

 

12. “法治”的组成具备众多元素，虽然这些元素大多为国际

社会所认可，但如何评估这些元素向来是一个学术辩论议题，

评估方式可以以主观观感或是以客观数据为本，亦可包含两

者。就此而言，我们有需要把相关指标及能充分评估该等指

标的因素找出。一众国际法治评级报告所选用的指针及数据

来源(例如以观感为本的一般民意调查、特选专家调查及法

例检讨)往往有所不同。目前，有关香港特区的法治的客观数

据大多零散不全。有关实践法治的数据、其统计数字及数据

均由不同部门备存，例如，司法机构备存其案件量和结案数

目的统计数字，以及与法庭有关的调解的统计数字（包括民

事及家事诉讼，以及建筑物管理案件）。整理相关数据和建立

专项数据库将有助对实践法治的评估，以及利便日后在区内

外进行相关研究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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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长远而言，律政司希望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和

集中的分析，以制定客观的方法来评估法治的实践。律政司

并期望跟其它（特别是位处“一带一路”沿线的）司法管辖区

分享相关经验，以期共同促进法治，支持香港特区全面参与

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3)加强与本地及国际持份者协作，合办活动以推广和促进

法治 

 

14.  “一带一路”倡议及《议程》的落实离不开多边主义、

相互合作以及对法治的发展及理解，并同时需要兼顾不同国

家自身的文化及特质。 在经济发展上体现多边主义，反贪腐

为其中一项关键的法治元素。律政司正与香港的廉政公署商

讨协作，在其它司法管辖区分享有关反贪腐及法治方面的经

验及就此开展交流。律政司计划筹办相关论坛和工作坊，以

提供一个讨论及分享的平台，推进制定能够反映每个司法管

辖区自身特定文化，而又兼顾一些基本法治标准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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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跟上国际及区域的法治发展 

 

15. 律政司将于 2020 年 11 月举行香港法律周期间举办多

项活动，包括举办首届法治论坛，并于其中正式启动“愿景

2030”计划。我们预计法治论坛将吸引国际、内地及本地政

府官员、专业人士、专家及不同持份者参加，并分享他们促

进法治的经验，亦能够使香港特区的相关持份者跟上国际及

区域的法治发展。我们同时期望法治论坛能够鼓励区内外学

术交流，发挥能力建设作用。 

 

16. 此外，律政司将会于 2020 年的香港法律周期间与联合

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合办第四届可持续发展目

标东北亚伙伴关系论坛(可持续发展目标论坛)。这是中国香

港首次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准成员身

分主办可持续发展目标论坛。预计论坛的讨论事项将包括

《议程》目标 16 及其它法治相关议题。 

 

结语 — 展望未来 

 



9 
 

17. 作为一项十年计划，“愿景 2030” 计划的各项短期工

作目标预期会因应专责小组的建议及与不同持份者的交流

得以进一步完善。透过找出根本问题、建立专门知识、提升

能力建设和加强与本地和国际持份者的协作，我们希望促进

香港特区的普罗大众对法治的正确认识和实践。透过“愿景

2030” 计划进行有关法治的深入研究，香港特区能够更好

地跟世界各地、特别是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司法管辖区分享

法治建设的相关经验，以期共同促进法治的进一步发展和实

践；让香港特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更好发挥其独特的角

色。 

 

18.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

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国家现

正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并坚持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等。香港特

区作为在“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保持了司法独立及

享有成熟稳健的司法制度，透过落实“愿景 2030” 计划下

的不同工作，我们深信能让香港特区更好助力国家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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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最后，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法治传统、优良基建以及人才

汇聚的国际城市，香港特区希望透过“愿景 2030” 计划为

国家推进《议程》，特别是为目标 16 作出贡献 - “创建和

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

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