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在成都出席第六屆香港法律服務論壇開幕致辭全文（只有中

文）（附圖／短片）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八月二十四日）在成都

出席第六屆香港法律服務論壇「川渝連香江  攜手創未來」的開幕致辭

全文：  

尊敬的杜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杜和平）、四川省和重慶市各位領

導、各位嘉賓：  

  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以及香港

貿易發展局和各香港支持機構，由衷感謝今次 1 000 名抽出寶貴的時間

參加第六屆香港法律服務論壇的來賓，非常感謝。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四川省和重慶市的政府部門為本屆論壇的內地

合作機構，並獲得川渝商會、律協及專業協會等為支持機構。我藉此機

會再次感謝各部委和機構的大力支持，讓今天的活動能順利舉行。  

  香港法律服務論壇其實自二○一○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至今

已分別在上海、廣州、青島及南京舉辦。我也曾經以香港大律師公會副

主席及會員身分參加在青島和廣州舉行的論壇。  

  這次論壇是我們繼二○一八年廣州論壇相隔大約五年、疫情後再次

舉辦，也是我首次以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身分出席，實在別具意

義。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川渝連香江  攜手創未來」。  

  一直以來，川渝人民與香港同胞血脈相連、風雨同舟。川渝與香港

在經貿、文化、教育、生態保育合作無間。四川分別在一九九九年和二

○○七年贈送的大熊貓，佳佳和安安、盈盈和樂樂，與香港人一同成

長，為我們帶來美好的童年回憶。二○○八年 5.12 汶川大地震，香港同

胞積極參與了救援及重建工作。極多香港人期待，在九月下旬，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展出 120 件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珍貴文物，我知道大部分更

是首次在四川省外展出。目前，香港已成為四川最大外資來源地和第四

大交易夥伴。截至去年底，香港在四川累計投資接近 6 500 個項目和企

業，佔四川省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額大約六成；四川在香港設立企業則超

過 300 家，累計投資額接近 50 多億美元。四川在香港上市企業 40 家，

總融資額超過 500 億港元，今年再加兩家成都企業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李白曾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但是我認為後來另一位詩人說的才



對，他說「蜀道易，易於履平地」；除了頻密來往香港和雙流跟天府兩

個機場的航班，香港與成都的高鐵服務已在今年七月一日正式開通。  

 

  香港特區政府早在二○○六年設立駐成都經貿辦。二○一八年五月

香港特區政府與四川省人民政府建立了「川港合作會議」機制，為兩地

合作關係開啓新篇章。於二○二一年九月第二次會議簽訂《會議備忘

錄》，明確推動川港在法律專業服務領域的合作，鼓勵川港律師事務所

擴大業務合作，支持川港法律專業人員相互培訓和交流，更表示律政司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會適時在四川舉辦香港法律服務論壇。今天的論壇，

正好落實當天雙方的承諾。  

 

  面向未來，我認為我們必須以新格局高質量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國

家戰略高度探索兩地法律服務合作機遇和空間。  

 

  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高標準高質量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

設。二○二一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

劃綱要》的前言，指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位於「一帶一路」和長江經

濟帶交匯處，是西部陸海通道的起點，具有連接西南西北，溝通東亞與

東南亞、南亞的獨特優勢。區內生態稟賦優良、能源礦產豐富、城鎮密

布、風物多樣，是我國西部人口最密集、產業基礎最雄厚、創新能力最

強、市場空間最廣闊、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獨

特而重要的戰略地位。最近圓滿成功舉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成就了

成都夢，更把四川帶到世界舞台的前方。  

 

  川渝在推進今年踏入 10 周年的「一帶一路」倡議，扮演重要角色。

《規劃綱要》一共提及「一帶一路」11 次，當中涉及培育發展現代化金

融和法律等專業服務，例如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支持開展貢獻「一帶一

路」金融服務，具體措施包括設立破產法庭、健全金融審判體系。昨天

下午我們一下飛機，我們便馬上到天府中央法務區參觀，理解一點六院

六庭的概念，印象深刻。為配合川渝未來的發展，對涉外法律服務的需

求必然越來越大。《規劃綱要》第九章為如何滿足這方面的需求，提供

了答案，它提出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引領，加強國內區域合作；在該

章的第三節中，特別提出必須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  

 

  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扮演着獨一無二的角色。香港回歸祖

國 26 年，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二十大報告指明，香港

應發揮其優點和特點，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香港其中一個獨特



優勢正是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實行的普通法制度。在去年七月

一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他

兩次提及香港的普通法。他指出「一國兩制」其中一個實踐規律，是必

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當中包括普通法制度。他也希望香港抓

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  

 

  按照《十四五規劃綱要》和大灣區建設，香港應被打造成為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是國家內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中英雙語並重；香港以普通法為基礎的商業經貿

法律與國際商事規則連接，為國際商業社會熟悉，能為跨境交易提供妥

善的法律保障，深受國際商界及投資者信任。享有獨立審判權和終審權

的香港法院，在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它們的判例經常被其他司法管轄

區所引用。香港多年來獲評為世界最受歡迎的仲裁地頭三位之一。在中

央的支持下，今年初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成立，開展了國際調

解院的籌備工作。  

 

  眾多國際頂尖律師事務所及國際法律機構，包括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等，均選擇在香港設立區域辦事處，提供優質多元的法律和爭議解決服

務。在法律人才方面，香港目前有一共約 14 000 名事務律師及大律師、

超過 1 400 名來自 31 個司法管轄區的註冊外地律師，以及 84 間外地律

師行。  

 

  一直以來，香港積極運用其法律服務的優勢，以香港所長，配合國

家所需，擔當着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例如香港與內地至今簽署了九項民

商事協助安排，涵蓋法律程序的協助、仲裁事宜，以及相互認可和執行

破產或清盤程序和其他民商事法院的判決；我們正努力完善這些安排。  

 

  四川與香港就法律方面一直也有交流。在二○一五年三月，律政司

與香港駐成都經貿辦、四川省商務廳、省司法廳等，聯合在成都舉辦香

港法律及仲裁服務研討會。在四川與香港律師事務所合作方面，由四川

省司法廳制定的《關於香港、澳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在四川

省開展合夥聯營工作的實施辦法（試行）》於二○二一年一月四日生

效，推動川港律師事務所以合夥聯營模式合作。據理解，已有香港、澳

門與四川律師事務所正式簽署合夥聯營協議，目前正在進行設立合夥聯

營律師事務所的籌備工作。  

 

  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現有基礎上，深化、強化、優化雙方在法律



服務的合作。  

 

  回到今天的論壇，陪同我前來的是超過 100 名香港法律界的精英，

包括事務律師、大律師，也有來自爭議解決機構、法律科技服務、香港

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知識產權署的領導和代表。我們的主旨是向川

渝的朋友介紹，香港能如何提供「一站式」、「一條龍」的國際化高質

量法律服務，協助川渝企業（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走出去，在香港通

過上市籌集資金，評估和管理法律風險、處理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問題，

以及不幸在爭議出現後有效解決。  

 

  評估、防範、管理和處理在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的法律風險，涉及統

籌發展和安全這一對重要關係。《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指出，必

須完善共建「一帶一路」安全保障系統，特別是我們要積極應對挑戰、

趨利避害、奮勇前進，要落實風險防控制度；這必然包括防控法律風

險。  

 

  今天，我們不單是分享有關香港法律服務的知識，更重要是，我們

帶來香港法律界上上下下交朋結友的誠意，和互惠合作的決心。  

 

  川渝的兄弟姊妹，香港來的朋友，深化、強化、優化雙方在法律服

務的合作不單是兩地法律工作者和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國家交給我們

的任務。讓我們懷抱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念，善用並連接天府之國和

東方之珠各自的獨特優勢，及時把握歷史給我們的大機遇，準確堅定落

實國家對我們的期望，攜手創未來、成就中國夢。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