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长在青年法治建设高峰会 2023-24 启动礼致辞全文（只有中

文）（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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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二十日）在青年法

治建设高峰会 2023-24 启动礼的致辞全文：  

  

会长 Alex（国际青年法律交流联会创会会长范凯杰）、刘部长（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刘春华）、各位嘉宾、

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首先很感谢国际青年法律交流联会邀请我担任是次高

峰会启动礼的主礼嘉宾。本次高峰会的主题，「一国两制在国家《宪

法》及《香港基本法》下所彰显的法治精神」，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深入

讨论的题目。无论是法治、「一国两制」、《宪法》抑或是《基本法》

其实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知道今次主办方会围绕这个题目

为各位参加的同学安排一系列的专题讲座、交流活动和比赛，刚才 Alex

会长也简介过。我也希望抛砖引玉，藉此机会为大家热身，因为稍后黄

江天博士（香港律师会大中华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会详谈《宪法》

与《基本法》，现在先让我们热身。  

  

「一国两制」与法治  

  

宪制秩序  

  

  大家一定经常听到也相信法治是香港的金漆招牌，有些称作「金名

片」也是同一意思，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但法治并没有一个放诸四

海皆准的定义或者固定的模式，每个地方的法治，均因应其社会环境、

历史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透过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制度运行。我们要认

识的是香港法治，要理解香港的法治，必须要对「一国两制」有充分的

理解，才能明白我们的法治为何受到「一国两制」的保障。当然，我们

一定要从「一国两制」这个基本槪念说起。  

  

  大家一定明白「一国」当然是指我们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香

港特区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两制」简单而言，一般指香港特区不

实行内地的社会主义，我们继续沿用资本主义。当然这是一个很笼统的

说法，就法律而言，我们会特别重视关于法律方面如何在「两制」之下

彰显。  



  

  《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亦是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基

本法》的法理基础。有两条条文大家经常会听到，也应该常常记住，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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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宪法》第六十二条也很重要，订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

可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大家也应该读过，也理解到《基本法》由全国人大于一九九○年四

月根据我刚才提及的《宪法》条款制定，确立了香港以行政长官领导的

行政主导制度，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三权分置，也包含法庭拥有独立

的司法权，为我们整个政治制度创立了法律基础，连同《宪法》构成了

我们的宪制秩序。  

  

  很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的讲话中肯定了「一国

两制」——原本是一个政治方针，受《基本法》巩固的方针——在香港

得到成功实践，是一个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所

以我们对在「一国两制」之下创造的法律制度必须要有信心。  

  

香港普通法制度  

  

  那「一国两制」与今次活动主题「法治」之间又有甚么关系呢？  

  

  在「一国两制」下，《基本法》有条款订明，除同《基本法》相抵

触，否则在香港实施的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衡平法、其他成文法等

等，皆予以保留。另外，《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进一步订明，除了那

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为同《基本法》抵触的法律外，其他所有原有

法律皆采用为香港特区法律。所以原来在香港适用的普通法法律，在九

七回归后得以继续维持。  

  

  另外，大家必定明白和理解一个地方的法治，和是否拥有一个拥有

独立审判权的法院有密切关系。就这方面，《基本法》有一个很重要条

文，大家必须记住。  

  

  与回归前的情况不同，回归前整个香港法律制度最顶层的法院并不

在香港，而是在英国的枢密院。但回归后《基本法》第二条及第十九条

订明，香港除了享有独立的司法权，亦享有终审权。根据《基本法》第

八十二条，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基本法》第八十五条亦指



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

为，不受法律追究。  

  

  法院的法官及司法人员，由独立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我也是

其中一名委员，但其他委员并非行政机关成员，包括律师会代表、大律

师公会代表和法律界以外人士——由该独立的委员会进行推荐，再由行

政长官任命。至于法官的免职，亦须按《基本法》条文，一般而言需要

由法官组成的委员会先作调查，向行政长官报告，才可执行。  

  

  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须征得立法会同意，并

报人大常委备案，但中央不会直接参与法官的任命。法官的任期、薪酬

及福利待遇均受法律保障。  

  

  法官就职时均须宣誓，拥护《基本法》，奉公守法，公正廉洁，以

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服务香港，主持正义。  

  

  另外很重要的是，《基本法》亦容许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邀请其他普

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与审判工作。所以大家会留意到终审法院有一些

海外非常任法官。现时终审法院共有 10 名来自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法

官，丰富了我们整个司法资源。同时，我们的法院也可以按《基本法》

的条文，除了用香港自己的案例外，也可引用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

法判例，确保我们的司法水平与国际接轨。  

  

  由此简单介绍可见，在「一国两制」下，《基本法》确立了香港特

区法律的延续性以及与其他普通法地区之间的联系，亦确保了独立的司

法权和审判权，令我们整个制度得以保持和发挥。  

  

推广法治的工作  

  

  要令香港法治这块金漆招牌历久弥新，我们需要全方位推广法治。

特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一

国两制」的宣传教育工作，并继续将「巩固法治」列为二○二三年《施

政报告》的重点政策措施之一。  

  

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  

  

  律政司于去年二月成立「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

成员来自相关政策局、司法和法律界、法律学院等等。  



  

  在督导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的指导下，律政司于去年底正式推出

「传承共建  法治社会」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培训计划」），透

过多元、「贴地」、浅白易明和互动的方式，讲解在「一国两制」的原

则下，香港的法治与《宪法》、《基本法》等等的一些基本要点，以及

香港普通法制度的特色，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培训不同界别的朋友，提升

他们在其工作岗位中，向他人传递正确法治信息的能力。  

  

  「培训计划」首阶段课程已于去年十二月初圆满结束，每日参加人

数超过 200 人，学员来自 20 个负责推动青年和社区工作的团体。有关详

情已上载于相关网页（www.role-ttl.gov.hk）。我们将在今年内推出第二

阶段的「培训计划」。  

  

有关《〈香港国安法〉及〈刑事罪行条例〉煽动罪释义》及《基本法》

资料读本的发布  

  

  除了刚才提到的活动以外，我们还不时发布一些与法治相关的资

讯，例如在去年底发布的《〈香港国安法〉及〈刑事罪行条例〉煽动罪

释义》以及《基本法》资料读本，希望透过这些材料，协助大家理解与

今日活动很相关的《宪法》和《基本法》等等。所有这些材料大家均可

在网上阅览。  

  

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法治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实践，需要社会

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参与。我最近也说过数次，法治教育很需要「韩信点

兵，多多益善」。我们「军队」中很重要的成员之一，当然是今日主办

这个活动的国际青年法律交流联会，所以我特别支持亦很高兴这次有个

新举措。正如范会长所说，他们夏天的交流活动很快便会招生，而除了

这个相当成功并已建立品牌的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应该是一个新尝试，

所以我很高兴有不同的方式，去达到同一目的，亦希望透过今次活动，

进一步促成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拓展大家对《宪法》、《基本法》和

「一国两制」的认识。  

  

  最后，我预祝今次参与活动的所有同学均有所得着，满载而归，并

在比赛取得佳绩。谢谢大家。  

  

完  

https://www.role-ttl.gov.hk/


2024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