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开场发言（只有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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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十一月六日）在立法会

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就《行政长官 2023 年施政报告》有关

律政司的政策措施的开场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继行政长官在上月二十五日发表二○二三年《施政报告》，我很高

兴今日与律政司骨干团队一同来到立法会，就《施政报告》中有关律政

司的政策措施，向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作出简报，并听取各位的意

见。  

 

  今年《施政报告》涉及律政司的内容聚焦于国际法律人才培训、持

续巩固和发展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竞争力，

以及巩固法治教育等多方面工作。当中我把涉及律政司的政策措施归纳

为五大范畴。  

 

  接下来，我将简述五大政策范畴的重要内容，希望稍后有更多时间

与议员交流。  

 

（一）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  

 

  为进一步善用香港法治优势和国际化的格局，律政司会推动成立

「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一方面巩固香港在国家「十四五」规

划下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定位，更重要的是进一

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下一个十年，为国家推进法治建设贡献

力量，让香港更好地发挥联通国家和世界的独特优势和地位。  

 

  为推动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律政司将于明年内设

立专责的办公室负责统筹相关工作。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已经累积了不

少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的经验，新成立的办公室将在这基础上去规划、

组织和统筹落实各项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我们预期相关的实务课程、

研讨会和国际交流活动等，均会以法律实践为重点，务求为国家提供涉

外法治人才培训，从而培养熟悉国际法、普通法和大陆法等不同地区法

制的法律人才。  



 

（二）持续推广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  

 

  推广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亦是律政司一直努力不懈的工作重

点。当中，扩展内地企业使用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便是我们来年

的重点政策措施之一。  

 

  我们会积极推动将「港资港法」和「港资港仲裁」由深圳前海及内

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序扩展至适用于整个大湾区，从而深化区内法律

及争议解决专业服务的协同发展以达致优势互补，并为企业提供更多选

择，增强外资通过香港再到内地投资的信心。  

 

  同时，我们会积极争取和推广国有企业采用香港法律作为合同适用

法律，并选择香港争议解决服务处理合同纠纷，助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

放和高质量发展。  

 

  适逢「一带一路」倡议今年踏入十周年，律政司将率领相关业界出

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其他东

南亚及中东国家，为香港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业界创造更多机遇。  

 

（三）深化调解文化  

 

  另一方面，就巩固争议解决的机制而言，我们会争取在明年内完成

检视规范香港调解专业认证和纪律事宜等的制度，以加强调解员专业

化。我们并会在政府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藉此鼓励私营机构在其合约

中也加入类近的条款，有利推广「调解为先」的文化。同时，我们会举

办活动和培训赋能公众应用调解技巧，以培养一种倡导相互支持、尊

重、和谐和包容的文化。  

 

（四）巩固法治  

 

  律政司已于今年年初成立由我领导的「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现

正积极筹备在十一月底开展的「法治教育領袖培训计划」首阶段课程。  

 

  以「传承共建  法治社会」为主旨的「培训计划」将会以多元化、

「贴地」、浅白易明的方式，向负责推动青年和社区工作的首批学员，

教授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的法治与《宪法》、《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等全国性法律之间的关系、内地法律制度的基本概要，



以及香港普通法制度的重点内容等。  

 

（五）加强与内地建立对接  

 

  在加强与内地建立对接方面，律政司正筹备与最高人民法院于明年

内建立恒常对接平台，作为双方高层次、恒常化、机制化的官方渠道，

共同推进大湾区司法和法律研究及实务工作，解决因法制差异造成的难

点，务求便利民生及商业互动，提升大湾区的发展动力。  

 

  我们也会继续用好不同的现有机制，包括今年初成立的律政司「粤

港澳大湾区专责小组」，以及其他已经与内地相关部委建立的平台，例

如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相关的合作专班等，积极推进大湾

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人才连接的相关措施，积极助力大湾区的法治

建设。  

 

  展望未来，律政司会充分发挥香港普通法的制度优势，以香港所

长，贡献国家所需。律政司会大力推动国际法律人才培训，进一步巩固

法治教育，并继续积极面向国内外推广香港的优势，说好香港的法治故

事，贡献国家的法治建设。  

 

  我的简介至此，希望委员会支持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我和

我的团队稍后很乐意解答议员的提问。  

 

  多谢主席及各位议员。  

  

完  

2023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