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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施政報告》其中一項主要政策，是建設香港成為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我們已就此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爭取國際

組織來港舉行決策會議，例如下周一至三（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

舉行的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亞非法協）年會。 
 
亞非法協大約在 65 年前成立，可以被視為 1955 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

亞非會議（萬隆會議）之成果。在萬隆會議的最後公報中，不僅確認

促進亞非地區經濟發展的緊迫性，而且察覺文化合作的重要性，指出

「促進國家間理解的最有力手段是發展文化合作」。 
 
萬隆會議十項原則 促國際合作 
 
萬隆會議的其一項主要成果，是宣布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萬隆會

議十項原則」，當中包括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承認所有種族和

國家平等的原則、尊重每個國家自衞的權利、以和平方式解決所有國

際爭端、促進共同利益與合作，以及尊重公義和國際義務。 
 
事實上，「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前瞻性，可以歸納為國家主權平

等、多邊主義和相互合作、以及維護國際法治的重要性。這些原則在

亞非法協成立時具有實質關聯，到今天也依然不變。 
 
亞非法協是唯一橫跨亞非兩大洲的政府間法律諮詢組織，為成員國就

共同關注的國際法事宜，提供一個商討交流的重要平台，其宗旨及目

標之一，是向聯合國（亞非法協自 1980 年起在聯合國擁有常駐觀察員

地位）等其他機構及國際組織，整合及傳達這些多元觀點，讓亞洲及

非洲的觀點、關注及文化，得以在全球就國際法律事宜磋商時適切表

達。亞非法協的商討，反映亞洲和非洲國家之間不同的法律傳統和文

化，這項特點有助發展更包容和全面的國際法以及國際法治。 
 
亞非法協還透過培育法律專業人士和外交官，為國際法作出貢獻。國

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015 年 4 月宣布成立《中國-亞非

法協國際法交流與研究項目》，每年在北京舉辦培訓課程，讓參加者



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執業人士和學者學習，接觸國際法的理論和實

踐，提升亞非法協組織成員在國際法方面的能力建設，同時也促進了

亞洲和非洲對彼此不同文化的互相欣賞和理解，助力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 
 
培育專才 助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 年 7 月，有關研究項目更與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簽訂合作諒解備

忘錄，讓研究項目的參加者可以由當年舉辦的第三期培訓班開始，除

了參與在北京的課程外，還可以在香港體驗為期一周的講座、研討會

和會議。雖然疫情下項目要暫停，但其價值和效果絕不可被低估，並

將會在情況許可時重新啟動。 
 
亞非法協年會是該組織年度重要活動之一，也是其全體大會，主要由

成員國代表和以觀察員身份（來自非成員國以及政府間國際組織）出

席者參與協商討論，審視國際法事宜，包括其他國際組織正討論的事

宜，以及與亞非法協成員國有關的事宜，加強了多邊主義和國家之間

在這些領域合作的重要性。 
 
亞非法協對國際法的發展貢獻良多，廣泛討論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的

工作，是每年年會的主要議程之一。亞非法協成員國在討論中提出的

意見或建議，是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在國際法的編寫法律工作和漸進

式發展方面，和及後在聯合國大會就習慣國際法及外交法等議題進行

討論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對國際法貢獻 獲聯合國肯定 
 
聯合國秘書長在 2020 年的報告中，肯定了亞非法協的工作，指出亞非

法協提供分析文件，支持全球契約（環境）、可持續發展目標、難民

問題全球契約，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

國際法律文書，以解決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養護

與可持續利用問題之政府間會議。 
 
中國獲得舉辦 2020 年亞非法協年會的機會，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

下，香港被指定為主辦地點，但礙於疫情，年會延至今年。由於中央



政府和亞非法協秘書處的不懈努力和配合，年會首次以綫上綫下的混

合模式在香港舉行。 
 
亞非法協的另一項重大措施，是在亞洲和非洲設立區域仲裁中心，以

推動相關地區的國際商事仲裁發展。自 1978 年以來，亞非法協先後成

立了 5 個區域仲裁中心，包括馬來西亞吉隆坡、埃及開羅、尼日利亞

拉各斯、伊朗德黑蘭，以及肯尼亞內羅畢。 
 
港獲選區域仲裁中心 利仲裁發展 
 
我很高興在肯尼亞內羅畢成立區域仲裁中心的 14 年後，第六個區域仲

裁中心將在香港成立，這不僅有利於推廣香港和區內的仲裁，更將大

大有助於發展和推廣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樞紐。 
 
亞非法協年會在港舉行，不僅證明香港有吸引國際法律機構到來舉行

決策會議的能力和特色，亦有利於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

服務樞紐。雖然年會主要是非公開活動，但我仍希望社會大眾，尤其

是法律界人士，能留意與亞非法協相關的發展，以進一步拓展我們的

國際視野，了解中央政府在國際法和外交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