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副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设立首长级职位以支援国

际调解院及相关工作和推进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的成立的开场发言（只

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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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今日（二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

务委员会会议就设立首长级职位以支援国际调解院及相关工作和推进「香港国

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的成立的开场发言： 

 

主席、各位议员： 

  

  我非常感谢各位参与今日的会议，讨论律政司建议设立首长级职位以支援

国际调解院及相关工作和推进「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的成立。我们建

议在律政司国际法律科开设一个副首席政府律师常额职位（首长级（律政人

员）薪级第 2 点），以及一个为期五年的助理首席政府律师职位（首长级（律

政人员）薪级第 1 点）／相等于首长级（律政人员）薪级第 1 点的有时限非公

务员职位。 

  

  该个建议开设于国际法律科的副首席政府律师常额职位（首长级（律政人

员）薪级第 2 点），负责执行与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有关的必要法律工作和

一般管理工作，并就与建立国际调解院有关的工作和国际调解院的日后运作及

相关工作提供协助。在中央鼎力支持下，待相关公约谈判完成，并通过及生效

后，国际调解院总部将落户香港，成为首个在香港设立总部的「政府间国际组

织」，专门以调解方式处理国际争议，将会大大提升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

都」的国际形象，吸引争议各方、调解员、律师及其他专业人士来港进行调

解。 

  

  另外，我们建议于国际法律科开设一个有时限为期五年的助理首席政府律

师职位（首长级（律政人员）薪级第 1 点）／ 相等于首长级（律政人员）薪

级第 1 点的有时限非公务员职位，负责推展关于在二○二四年内设立专门的办

公室和专家委员会，以推动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的政策措施，

为国家提供涉外法律人才培训，以及培养熟悉国际法、普通法、大陆法及国家



法制等的法律人才。律政司不但会于今年内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

同时亦会进一步计划长远所需的相关资源，助力国家建设涉外法律人才队伍。 

  

  为推展刚才所述的两项工作，我们预计将会涉及大量的额外工作，也考虑

到国际法律科现有属副首席政府律师职级的主管职务繁重，纵然我们曾探讨可

否重新调配现有人手资源以应付现有的工作量和增加的工作量，但认为并不可

行。因此，国际法律科有必要开设一个副首席政府律师常额职位及一个为期五

年的助理首席政府律师职位／相等于刚才我所说的首长级（律政人员）薪级第

1 点的有时限非公务员职位。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中央人

民政府提出香港作为亚太地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策略性定位。大

家都知道，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于二○二三年年初

在香港特区成立，负责进行相关国际公约的谈判，以及处理国际调解院总部落

户地的选址程序。根据磋商公约各方的协定，国际调解院总部必须于二○二五

年年底前交付予国际调解院。二○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国向国际调解院筹

备办公室提交在香港设立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意向书，并选定旧湾仔警署为合适

地点。在二○二四年年初举行的磋商中，各方协商一致作出决定，在国际调解

院成立后，东道国为中国，总部所在地为中国香港特区。 

  

  目前公约谈判正有序推行，待公约通过和生效后，国际调解院总部将正式

落户香港特区。就涉及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及相关的长远工作，我们需要

相应的人手配套，所以律政司这次的建议，其中一个职位是涉及有关国际调解

院长远的人手配套。 

  

  由于国际调解院成立后的总部将会设于香港，中央人民政府和稍后成立的

国际调解院会适时商议一份《东道国协议》。一如其他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

及其官员和调解程序参与者会享有中央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根据《建立国际调解

院公约》和《东道国协议》所议定的特权及豁免权，因为当中也关乎国际调解

院的法律地位和特权及豁免权等事宜的条文，预料会按照香港特区的既定做

法，由本地立法实施。律政司会在《建立国际调解院公约》及《东道国协议》

签订后尽快展开必要的立法程序。 



  

  因此，国际调解院这项目将涉及持续和复杂的工作，尤其重要的包括∶支

援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畅顺运作直至签订《建立国际调解院公约》、确保筹

备办公室在紧迫的时间内顺利过渡和转型为国际调解院及其秘书处，以及确保

国际调解院，包括其秘书处长远全面投入运作。律政司有必要为现有的国际调

解院筹备办公室和日后设立的国际调解院持续提供人力支援。 

  

  此外，《建立国际调解院公约》预计于二○二四年年底或二○二五年年初

签订，在磋商过程中亦会涉及更复杂的法律议题，参与国之间也会有更多互动

讨论，大量工作会随之衍生。在《建立国际调解院公约》签订后将特别举办大

型推广活动，包括公约签署仪式、推广公约及相关规则与规例、举办其他定期

活动及宣传推广措施等。律政司现有三名政府律师职系的同事自二○二三年已

借调至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在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成立后，政府律师职系的

同事也可能需要借调至该秘书处，协助处理上述持续进行的主要工作。即使未

有借调安排，也需政府律师同事在国际法律科内继续为国际调解院提供支援。

为了推展有关措施和应付刚才所述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国际法律科有必要开设

一个副首席政府律师常额职位。现时建议开设的常额职位，也可让现时借调律

师于律政司原有的职位可开放使用，以有效应付律政司现时其他的运作需要。 

  

  此外，就有关推动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的新政策措施，我

们认为有必要于国际法律科开设一个有时限为期五年的助理首席政府律师职

位，以协助建议、规划和制订策略以落实政策措施，并监督活动和计划工作，

以履行「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办公室」的职能、职责和角色。 

  

  根据二○二三年《施政报告》第 58 段，为善用香港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

和国际化格局，政府将在二○二四年内首先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

并开展和推动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定期举办不同法律实务课

程、研讨会和国际交流活动等，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人才交流，并为

国家提供涉外法律人才培训，以及培养熟悉国际法、普通法、大陆法及国家法

制等的法律人才。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方面，强调在提升国内法治水平的同时，也必须要统筹兼顾涉外法

律法规的制度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做到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协同发展，不可偏

废。涉外法治工作涉及国内法、外国法、国际法，例如条约法等不同领域，涵

盖范围甚广。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

通涉外法治的相关人才，尤其重要。 

  

  在国家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之时，国家对具涉外法律知识的

人才有重大需求。律政司了解到中央部委、地方机构，以及内地业界等，均提

出有关需求，表示认同香港备受国际社会认可的普通法制度，以及国际经验丰

富的法律人才，期望香港以更大力度为国家在涉外法律人才培训方面作出贡

献。事实上，国家处理涉外案件、以及落实「一带一路」等重要国策的国家官

员、法官、外交人员等，都需要通晓国际法律规则，以助力国家制定涉外法律

规则。 

  

  我们也需要持续支持提升本地业界和持份者与国家和国外法律同业、专家

和学者等专业交流和互鉴的深度和广度，让香港法律业界巩固其法律专业知识

和经验，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并促使业界在人才方面朝着高端高增值方向发

展，推动香港业界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 

  

  为推展上述事宜，律政司将于二○二四年内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和专家委员

会，即「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办公室」和「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专家委员

会」，以筹办「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我们预期办公室也会进一步计

划长远所需的相关资源 ，包括物色一个可行的永久选址供「香港国际法律人

才培训学院」使用，以及进一步寻求为办公室开设常额职位，以长期继续推展

其工作和学院日后的工作。 

  

  我希望议员了解这次建议设立两个首长级职位具有重要性及迫切性，并给

予我们支持，让我们有足够的相关人手配套支援国际调解院及相关工作和推进

「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的成立，确保两项重要的工作可以顺利推展，

继续推展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以及发挥好香港作为

国家涉外法治人才培训中心。如建议获得委员支持，我们会就上述建议提交人



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审议，并提请财委会（财务委员会）批准。我先简介到此为

止。 

  

完 

2024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