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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十月二十七日）在灼見

名家周年論壇暨九周年慶典的致辭全文：  

 

文社長（灼見名家傳媒社長文灼非）、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晨！我非常感謝灼見名家邀請我出席灼見名家周年論壇暨九

周年慶典。今日活動的主題是「世界地緣政治演變對香港的挑戰」。我

知道大會邀請了眾多極具分量的專業學者，就這重要議題發表他們的真

知灼見，請容許我首先分享一兩點個人意見，拋磚引玉。  

 

  事實上，世界地緣政治演變的確為香港帶來很大改變。要應對這些

挑戰，我個人認為最基本原則是，香港人要做到自信、自保和自強。  

 

自信  

 

  自信是心態問題。過去香港人可能是左右逢源，現在往往感覺是左

右做人難，甚至是「難為了家嫂」。在國家和美西方國家的激烈競爭

中，香港是兵家必爭之地，香港人難以獨善其身。我們必須要明白，沒

法改變亦無法逃避地緣政治的演變，我們正經歷一個大歷史上重大的轉

折期，我們必須面對歷史的現實。在大環境經歷重大演變時，最需要的

就是處變不驚，而要做到處變不驚就必須要保持自信。自信並不是自

大，而是不妄自菲薄，要理性、客觀、準確地認清自身的優點和缺點及

所處的位置，從而計劃未來行動方向。  

 

  我們需要警惕，香港資訊自由流通，市民大眾不斷從不同的媒體接

收有關香港的新聞或評論，但部分信息懷有惡意及政治目的、不真確及

具誤導性。要維持及促進香港人的自信，就要更及時和更針對性地駁斥

一些失實或誤導性信息。我希望引用一件剛發生的事情作例子。  

 

  我經常強調，相信大家也同意，香港其中一個成功的基石及金漆招

牌是法治環境。「世界正義工程」在前日剛公布《2023 年法治指數》，

一些媒體把重點放在對比去年（二○二二年），香港排名下跌一位至第

23 位。一般市民大眾，如只聚焦這標題或重點，有可能產生錯覺，認為

香港法治環境轉壞，因而降低對香港法治的整體信心。這些負面情緒具



有傳染性，如新冠病毒般，假如不斷擴散，難免會至少在觀感上對香港

造成傷害。故此，律政司馬上作出回應，對香港排名及分數作詳細分

析，以確保讀者不會斷章取義、得出不正確結論。首先，香港在 142 個

國家地區中排名第 23 位，而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排名第 6 位，客觀上站

於地區及全世界前列位置。其次，香港所得的分數是 0.73，與去年相比

並沒有改變，所得分數亦與排名第 20 至 22 位的國家一樣，它們是捷

克、法國和拉脫維亞，它們排名比香港優先，可能只是因分數在小數點

後第三個位比我們高一些，但實際上有沒有分別，大家心中有數。除了

排名和法國沒實際分別外，我們比很多對我們經常諸多批評的西方國家

地區為高，例如美國排名 26。在一些分項的分數，有一些我們輕微上

升、有一些輕微下降，但並不是任何重大改變。值得我們自豪的兩個分

項，我們更是頭 10 名內，例如有關「秩序與安全」，我們全世界排第

六；「廉潔」我們排第九。雖然這些國際排名有其主觀成分，並不是嚴

謹科學研究，但經理性分析數據，大家應該得到一個理性的結論，香港

法治情況並未如某些負面評論所指是轉差，我們亦沒有理由削弱對香港

法治的信心。我想強調的，我們必須要努力防止及阻止任何不真確、有

誤導性及企圖破壞香港人自信的舉動，但同時亦必須要不斷檢討，絕對

不能把自信變成為自滿或自大。  

 

  為了促進香港人對於法治的理解和鞏固這方面的自信，律政司另外

一個政策重點是關於法治教育的工作。律政司已於今年年初成立由我領

導的「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現正積極籌備在今年十一月底開展的

「法治教育領袖培訓計劃」首階段課程。以「傳承共建  法治社會」為

主旨的「培訓計劃」將會以多元、「貼地」、淺白易明的方式，向負責

推動青年和社區工作的首批學員，教授及分享在「一國兩制」的原則

下，香港的法治與《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全國性法

律之間的關係、內地法律制度的基本概要，以及香港普通法制度的重點

內容等。就下一步工作而言，律政司在總結經驗後，籌備在明年內推出

的第二階段「培訓計劃」，持續在社區全方位推廣法治教育。  

 

自保  

 

  正如行政長官在剛發表的二○二三年《施政報告》的第 19 段所說，

「現時地緣政治複雜，有些國家因自身利益，刻意針對中國，阻礙『一

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外部勢力繼續插手干預香港事務」。故此，

我們有必要抱有憂患意識，以底線思維採取有效措施，確保香港有一個

安定的環境。一個安定的環境，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向前發展的先決

條件。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亦指出，有必要全力維護國家安全，



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包括在二○二四年內實踐香港特區的憲

制責任，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並於明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保

障關鍵基礎設施（包括能源、通訊、交通運輸、金融機構）網絡安全的

草案。我必須強調，這些維護國家包括香港內部安全的法律，絕不是為

了對大家均十分珍惜的人權和自由施加不合理的限制。這些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法規，好比預防疾病的疫苗，旨在加強我們自身的抵抗力，防

止受到傷害。相信大家也記得，四年前二○一九年大家經歷的慘痛教

訓，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當時香港缺乏管用的法律工具，可以依法及時

處理及應對當時出現的亂象，我十分相信大家絕不希望歷史重演，也絕

不能讓歷史重演。  

 

自強  

 

  自保是防守性質，在地緣政治演變情況下，我們應主動出擊，更積

極爭取把挑戰變成機遇。香港過去一直十分依賴與一些傳統西方發達國

家地區的交流和合作，包括商貿上的往來，這固然應盡力維持。世界大

勢，是發展中國家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在國際間影響力及話語權亦越來

越大，例如一些中東地區、東南亞、非洲以至南美洲的國家。為鞏固香

港的國際地位及更好發揮其獨特優勢，我們應該多結交新朋友、尋找新

合作機會。但交朋友需要誠意及時間，不能急於求成，也不能急功近

利，更不能擔心吃虧。我們常常自認為香港是十分著名、人所共知的國

際大都市，但事實上不少其他國家地區對「一國兩制」及香港現在的實

際情況並不熟悉。我們應更主動接觸他們，介紹我們的情況，並在合適

的情況下給予協助，讓他們對我們留下好印象。  

 

  我亦希望舉一簡單例子。最近，一個擁有 47 個以亞洲及非洲國家作

為成員的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在印尼舉行

周年大會。在會議期間，印尼法律及人權部長向香港律政司代表頒發

「卓越獎」，以表彰香港特區政府自二○○九年以來就追討一筆被盜資

產向印尼政府所提供相關司法的協助。在會上印尼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亦

有不少代表，表達希望加強與香港在法律方面的合作。  

 

  為進一步善用香港法治優勢和國際化的格局，《施政報告》披露律

政司會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一方面鞏固香港在國

家「十四五」規劃下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定位，

更重要的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共建「一帶一路」，讓香港

更好地發揮聯通國家和世界的獨特優勢和地位。不少參與「一帶一路」

倡議國家是發展中國家，極希望提升自己處理涉外法律方面的能力，同



時對香港普通法制度及法律服務感興趣但不熟悉。我們預期透過培訓學

院及相關的實務課程、研討會和國際交流活動等，可以有效回應和滿足

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需求，協助它們能力建設、培養涉外法治

人才，亦同時令他們更理解香港法律方面的能力和優勢，吸引他們未來

和香港多合作交流、創造新機會，讓我們說好香港故事。  

 

  最後，我想重申，我相信只要大家能以自信、自保、自強為原則，

不但能克服世界地緣政治帶來的新挑戰，並可把挑戰轉化成為我們的新

機遇，為香港帶來更輝煌的未來。最後，我再次祝賀灼見名家九周年慶

典圓滿成功，業務蒸蒸日上。謝謝！  

  

完  

2023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