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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一月十日）在二○一一年法律年

度開啟典禮的致辭全文（譯本）：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大律師公會主席、律師會會長、司法機構各位成員、各位嘉

賓： 

二○一○年是充滿變化的一年。在過去的一年，我們送別了退休離任的前任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李國能，亦熱切歡迎馬道立法官放下高等法院法官配戴的假髮，

接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一職。馬道立法官獲任命為首席法官，得到社會各界一致

支持。在他的卓越領導下，司法機構定會繼續發揮其作為本港法律制度基石的重

要角色。 

在二○一○年，有多位優秀的法律執業者加入司法機構，令司法機構的法官

行列，更添人才。今天穿着紅色長袍的包華禮法官、霍兆剛法官，以及麥機智法

官，去年仍是穿着黑色長袍的大律師。司法機構羅致人才，固然意味着大律師行

業和律政司的相應人才有所流失；儘管如此，我仍期望這個羅致法官人選的優良

傳統能夠延續下去。 

在法律界的發展方面，在二○一○年亦出現了不少新的里程碑。《２０１０

年法律執業者（修訂）條例》於去年一月制定成為法例，讓符合資格規定的事務

律師可向評核委員會提出申請，以取得在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席前的出庭發言權。

評核委員會於二○一○年七月設立，目前正在擬備相關的附屬法例。當該項法例

獲立法會通過後，新制度便會全面運作。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過程，新的《仲裁條例》已於去年十一月制定，使香港可

以在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示範法》的基礎上，引進一套統一的仲裁制度。

新條例亦授予香港法院權力，以承認和執行香港以外的仲裁庭所頒令的臨時措施，

這進一步加強了香港作為主要國際仲裁地的實力。 

 推廣國際仲裁是政府的優先政策。去年十月，律政司與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

員會簽署了一份重要的安排（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為後者轄下的組織），

以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仲裁及調解組織之間的合作。 

 我們亦認為，有需要與毗鄰的澳門特區，建立更緊密的法律合作關係。律政

司會參照一九九九年與內地簽訂的安排，積極尋求與澳門簽訂相互執行仲裁裁決

的安排。 



 

  《仲裁條例》制定後不久，《２０１０年婚姻法律程序與財產（修訂）條例》

亦已於去年十二月制定成為法例。有關修訂透過擴大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協助紓

解在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包括內地）取得離婚命令的訴訟方所遇到的財政困難和

不公平情況。 

 

  為了處理香港與內地人士婚姻破裂所引致的各種問題，我們需要一個更為全

面的方案。我們正與內地的中央機關繼續磋商，以期訂立有關安排，相互承認和

執行對方法院或其他適當機關所作出有關婚姻及家事的命令。我們需要法律專業

給予支持，以協助識別有關的問題和尋求解決辦法。 

 

  還有另一些立法議程仍在進行中。《２０１０年法律執業者（修訂）條例草

案》已於去年六月提交立法會，條例草案旨在為香港的執業律師引進有限責任合

夥的經營模式。我們現正與持分者及立法會議員一起緊密工作，希望可以在限制

專業法律責任與保障公眾利益之間，求取適當的平衡。我們希望條例草案可於本

立法年度內獲立法會通過。 

 

  公眾可以取覽法律，是一個司法管轄區奉行法治的基本要素。我們將會設立

一個嶄新的網上法例資料庫，載列最新並經編訂的法例，有關資料庫亦附設經改

良的功能，方便使用者瀏覽法例。律政司已於去年十月向立法會提交《法例發布

條例草案》，以便賦予該資料庫法律認可的地位。 

 

  談到立法議程，我聽到並且感謝法律專業就法律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報告

書的落實情況所表達的關注。法改會的努力可以取得成果，而其報告書可在合理

的時間內得到考慮，這對法改會、政府和社會大眾當然都有好處。 

 

  作為法改會的主席，我已特別向那些政策範疇涵蓋報告書課題的決策局強調，

有關當局對報告書作出回應，並加快考慮及／或落實報告書的工作，至為重要。

我會繼續這樣做。各個相關的決策局亦明白這些關注。然而，鑑於報告書課題的

複雜程度和涵蓋範圍各有不同，當局考慮某些報告書所需的時間，確有可能比考

慮其他報告書所需要的時間為長。 

 

  法改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成員都只是以非全職和無償的性質義務參與

有關工作。雖然這意味着法改會的一些研究可能需時較長才完成，但有關的研究

工作能受惠於法改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成員所擁有的多方面專業知識（這些專

業知識可能難以從其他方面取得），實在大有好處。各位成員的專業意見，對法

律改革的進程是非常寶貴的。 

 



  法律專業和其他持分者積極合作的另一項工作，便是推廣調解服務。《實務

指示３１－調解》在二○一○年一月一日生效，但我們已聽到一些懷疑未有認真

執行這項指示的個案，只把調解當作例行公事處理，沒有認真看待。如何監管調

解服務和調解員的質素，已成為一個日益迫切的問題。 

 

  《調解工作小組報告》於去年二月發表後，就着報告書提出的４８項建議，

我們收到的回應均十分正面和積極。對於訂定一套單一的調解員資格評審制度的

建議，回應者強烈要求能夠提早落實。 

 

  我剛成立了新的調解專責小組，旨在落實部分建議，以及繼續審議其他一些

有待解決的建議。專責小組將致力解決資格評審這個至為重要的問題，並協助律

政司制定有關調解的法例。我們收集到的意見，大部分都表示支持立法，為在香

港進行調解提供統一的架構，而不減損調解服務的靈活性。 

 

  體現我們與法律專業積極合作的工作，當然不止於此。律政司委聘的外判大

律師和律師，很多都是初踏上法律事業的路途。讓這些律師有機會鍛鍊訟辯技巧

固然十分重要，但確保為巿民提供的司法服務質素不會受到影響，亦同樣重要。 

 

  為協助年青律師發展所需的技能水平，香港律師會、香港大律師公會和律政

司已在培訓工作上結成伙伴，攜手開辦培訓課程，不單向參加者傳授刑事訴訟程

序的法律知識，亦讓參加者在經驗豐富的資深法律執業者指導下，練習出庭訟辯

技巧。 

 

  隨着公眾對個人權利和自由的意識不斷提高，政府當局和法院將會繼續忙於

應付司法覆核的申請。這些司法覆核申請部分會觸及憲制、複雜和敏感的議題，

吸引市民和傳媒的注意，且具有深遠的影響。身為政府的一分子，我們必須時刻

提醒自己，「穩健的政府必須建基於穩固的法理基礎上」；我們會竭盡所能，履

行職務。 

 

  同時，法律專業正面對激烈的競爭，這情況在內地的法律服務市場尤其如此。

我們應趁這個適當時機，認真檢視《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下各項措施的成效，以及探索新的合作空間。 

 

  許多需要深入探究的問題仍有待解答︰還有什麼進一步開放措施是實際可

行的？我們是否在提供內地企業極須而又最物有所值的法律專業知識？除了言

語上的表述，我們可以如何證明內地向香港法律執業者提供更優惠的安排確實會

帶來互惠互利的結果？ 

 



  就這方面，律政司與香港的法律專業和仲裁機構於二○一○年七月在上海合

辦的法律服務論壇，提供了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聚焦於這些問題，並加以討

論和尋求答案。頂尖的法律執業人士及專業人員就企業融資、知識產權、國際貿

易及解決商業糾紛等範疇，跟與會者分享他們的經驗，並尋求新的合作模式，以

回應不斷轉變的全球經濟趨勢，以及國家日趨活躍和重要的角色。 

 

  正當全球許多普通法地區都備嘗債務之苦和受到緊縮財政預算的影響，香港

在二○一○年卻仍錄得財政盈餘，而截至十二月中為止，透過首次公開招股而籌

集的資金更是超過４,１２０億港元，創下歷年最高記錄。能夠如此幸運，我們

感到欣喜，但卻不敢自滿。變幻是難以預料的。如何能令香港繼續成為一個秉行

司法公義的地方，所奉行的法律制度為我們的經濟提供最能夠持續發展的架構，

以及為吸引國際投資提供最有利的競爭優勢；如何能令香港的一般市民成熟明理，

能夠通過適當行使本身的基本權利和自由，以及尊重他人享有同樣的基本權利和

自由，使這些權利和自由得到保障；如何能令香港繼續發揮這些特質和保持優勢，

將會影響香港特區的長遠福祉。在這方面，實在有賴各方同心協力和竭誠合作。 

 

  首席法官，我在此謹祝閣下和在座各位新年進步，身體健康。  

完 

 

２０１１年１月１０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