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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法律領域的國際聯繫

林（德銘）總監、各位獅子會會員：

  大家好！首先，我非常感謝獅子會邀請我出席今日的「獅子論壇」，讓我有機會同大家見面

和進行交流。國際獅子總會是一九一七年始建於美國芝加哥的慈善組織，九十多年來已擴展到全

球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現時，國際獅子會是公認全球最大的服務團體之一，在世界各地共有大

約 135萬名會員。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早在一九六○年成立，是本港歷史悠久的服務團體之一。港澳

地區雖然只是國際獅子總會其中一個區，但一直積極參與總會事務。

《基本法》條文與香港對外事務

  獅子會與香港有一個共通點，兩者均與國際社會有極大的聯繫及交往。獅子會是一個國際性

的服務團體，而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亦是公認的國際金融、航運、物流及商業中心。此外，

自回歸以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有多位香港人在國際組織中擔當重要領導角色，當中例子包

括前 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自二○○七年起出任世界 生組織總幹事，及天文台台長岑智明在二○○

八年當選世界氣象組織航空氣象學委員會主席。

國際聯繫的重要性

  我凸顯獅子會與香港的上述共通點，目的是帶出今日我希望與大家分享的題目，即國際聯繫

的重要性，及香港在法律領域的聯繫。

  眾所周知，香港地小人多，缺乏天然資源。然而，香港從過去的一條小漁村，演變成為今日

的國際金融、商貿中心，亦被公認為國際大都會之一。回顧歷史，除了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法治

及自由經濟等因素外，香港與內地及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是香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確保香港的競爭力及持續發展，保持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知名度及加強國際聯繫絕對不容忽

視，並應是主要策略之一。箇中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香港是個外向城市，實行開放式經濟體系。此外，香港的主要經濟支柱是金融業、商

貿及服務業。要持續發展上述產業，必須完善國際營商環境、致力吸引外商投資、及便利跨國企

業在港設立辦事處甚或其總部。



  第二，全球經濟一體化、地域融合及科技發展等因素令商貿活動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受國

界或地域的限制。在這大環境下，香港不可能忽視與世界其他城市建立良好聯繫的橋樑。 

 

  第三，今後商界、政界、專業等不同界別人士不可能缺乏國際視野。因此，國際視野是培育

香港人才的關鍵之一。國際聯繫可有助國際或地域間的交流，從而加強香港專才的國際視野。 

 

國際聯繫的法律基礎 

 

  《基本法》的設計，在「一國」的框架下，保持了香港原有的國際聯繫及國際地位，並給予

香港在對外事務的發展空間。《基本法》有關香港對外事務的條文，為香港特區繼續積極參與國

際事務，並與國際夥伴維持緊密聯繫，提供了良好基礎。 

 

  《基本法》第十三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但授權香港

特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此外，《基本法》第 7章（即第 150至 157條）

詳細列明香港可以參與的對外事務。當中包括香港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

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

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參看《基本法》第 151條）。此外，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同

香港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可派代表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並以「中

國香港」名義發表意見（參看《基本法》第 152條）。 

 

  單在二○一二年，特區政府代表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了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會

議超過九十次，包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 生組織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舉辦的會議。此外，

特區政府代表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出席的國際會議超過 1 600次，包括世界貿易組織、亞太

區經濟合作組織和世界海關組織所舉辦的會議。同年，特區政府就自由貿易、避免雙重徵稅、互

免簽證、刑事事宜司法互助、移交被判刑人士等事宜，與外國簽署了十六項協議。 

 

律政司在法律聯繫方面的工作 

 

  作為律政司司長，我極度重視香港與國際社會在法律領域方面的聯繫。我希望借此機會向大

家簡介兩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律政司國際法律科的工作，其二是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法律服務及

解決爭議中心的工作。 

 

  就 香港參與的這些對外事務，律政司國際法律科擔當重要角色。國際法律科是律政司五個

法律科別之一，負責三項主要工作：向政府提供有關國際公法的法律意見，負責國際協議的談判

工作或派出法律人員在談判中提供意見，以及處理香港與其他地方之間的司法合作請求。 

 

  就 司法合作請求方面，國際法律科的律師代表香港與其他國家就移交逃犯、刑事司法互助

及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協議進行談判。回歸以來，香港一直積極拓展有關安排，透過與更多地方簽



署相關協定，建立更廣闊的相互法律協助網絡。香港在這些方面與其他地方訂立的協議，至今已

有六十一項。最新簽訂的協議，包括去年十一月與西班牙簽訂的兩項協定，以及今年三月與捷克

簽署的三項協定。簽署這些協定，反映香港與有關國家在加強國際司法合作以及攜手打擊跨境犯

罪的決心。 

 

  就打擊跨境犯罪方面，香港是「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正式成員，以「中國香

港」名義參與該組織的事務。國際法律科就有關事宜向財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提供法律支援。

我們的同事出席該組織的國際會議及參與專家工作小組，並在該組織成員相互評估反清洗黑錢和

打擊恐怖份子籌資活動措施的實施情況時，擔任專家法律評估人員。 

 

  另一方面，現任行政長官在最近的《施政報告》中重申，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的解決爭議和

法律服務中心的地位是政府的重要政策。當中一項重要工作，便是要鞏固香港在法律領域的國際

地位。要延續香港的成功故事和維持競爭優勢，我們必須加強香港在國際及區域層面的參與，並

確保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基建走在國際發展的前端，令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司法制度及法律服務

保持信心，否則會直接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的地位。 

 

香港參與海牙會議的工作 

 

  多年來，律政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身分積極參與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海牙會議）

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隨 全球一體化及區域融合，要協調國際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的需求亦變得更為重要，而海牙會議已成為代表國際社會在商貿、司法互助、

公證、家事法、保護兒童及跨國遺產事宜等不同重要國際私法範疇的全球性重要組織。 

 

  海牙會議去年四月通過在香港設立亞太區域辦事處，令香港與海牙會議在亞太區事務方面的

合作進入一個新階段。該區域辦事處於去年年底在香港成立，表示海牙會議對香港作為區域法律

服務中心，以及作為海牙會議在區內推行工作和發揮影響力的跳板，投下重要的信心一票。我們

會繼續努力，協助海牙會議推動和加強國際合作。 

 

  區域辦事處正式運作以來，已經與區域內不同機構建立聯繫網絡，並舉辦了一系列與國際私

法有關的工作坊、研討會和會議。上月初，我到海牙出席海牙會議慶祝成立 120 周年的會議時，

不少與會人士對香港的區域辦事處及香港的發展表示興趣。今後我和律政司的同事，將積極向國

際社會推廣香港的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優勢，務求加強香港在國際間的知名度。 

 

國際知名的法律、仲裁和調解機構到港設處 

 

  國際商業仲裁是國際商業社會極為重視的解決爭議方式，而香港一直致力發展這方面的服

務。香港在吸引國際知名的法律、仲裁和調解機構到香港設立辦事處，近年亦取得良好成績。除

了我剛才提及的海牙會議，還有另外兩個重要例子： 



 

（ａ）二○○八年，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香港設立秘書處分處，成為該院首個在其巴黎總部以

外設立的秘書處分處。作為世界知名的國際仲裁機構之一，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香港設立秘書

處分處，有助強化香港作為亞太地區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 

 

（ｂ）去年九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在香港設立的仲裁中心，進行了揭牌儀式，成為

貿仲委在內地以外設立的首個仲裁中心。隨 這個中心在香港設立，加上香港既有的仲裁機構，

香港擁有更完備的條件去滿足對高端國際仲裁服務的需求。 

 

  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積極吸引享負盛名的國際法律、仲裁或調解機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從而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法律服務樞紐的地位。正如政府早前宣布，律政司稍後會遷進前中區政

府合署，我們亦會在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撥出辦公地方，供法律、仲裁及調解的機構使用，以協

助這些機構在香港發展有關服務，從而加強香港在這方面的國際形象。西座工程的前期籌備工作

現正進行，我們希望將前中區政府總部三座大樓打做成香港的法律地標。 

 

結語 

 

  在座不少獅子會會員都是社會上各行各業的精英，對於國際上的最新發展和走勢都非常熟

悉。香港人這種國際視野，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成功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亦是香港面對未來種種

挑戰一項致勝之道。香港要保持自身競爭力，除必須堅決維護法治、自由經濟等核心價值外，亦

必須同時保持其國際大都會的地位。維持國際視野、保持國際聯繫、甚或是走在國際大勢的前端，

並非單單出於我們的意願，更是我們的責任。這不但關乎個人事業或地位，而是影響到香港整體

福祉及我們的下一代的未來，甚至是國家的長遠發展。 

 

  謹此與各位互勉。謝謝大家！ 

完 

 

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