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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十一月十日）在香港法律周 2023

──「法」展未來的閉幕致辭全文：  

 

司長（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老

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時間過得很快，一連五天的香港法律周 2023 已經來到尾

聲。  

  

  今年的法律周是難忘的一次法律周，因為香港已經成功走出三年疫

情困境，並與內地和世界各地全面通關，香港各行各業正邁向全面復

常。在這五天的活動中，來自世界各地以及國內的嘉賓親身來到現場，

來到香港踴躍參與法律周活動。2023 香港法律周亦創下了「三高」紀

錄：包括（一）登記參與人數創歷史新高、（二）參與的司法管轄區數

目創歷史新高，以及（三）青年的參與程度──無論是作為講者和與會

者──也創歷史新高。  

    

  此外，本年度的香港法律周亦刷新了多個第一次：（一）首次於法

律周期間設有以「八大中心」為主題的環節，並獲得航運界、航空界、

藝術和知識產權業界翹楚為我們作專題分享；（二）第一次於法律周期

間設立香港、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法律服務專題展台；（三）

第一次於法律周期間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模擬庭審環節；以及（四）第一

次於法律周期間舉辦由律政司司長親身回應的「國安聊天室：你敢問  

我敢答」環節。  

    

  在內容的「廣度」及「深度」方面，今次法律周所涵蓋的內容甚

廣，包括國際私法最新發展、涉外法治保障、商事調解和仲裁合作、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以及法治在鞏固「八大中心」地位的角色和法

治教育推廣等。至於「深度」，則可以體現於有超過 20 個司法管轄區參

與的司法圓桌會議，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法官聚首香江，一齊探討聯合

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調解框架究竟如何推動調解來解決糾紛，以及如何

在法律程序中善用科技。此外，當然不可以不提剛剛進行的國安聊天室

的環節，律政司司長輕鬆地和大家互動，並以貼地和生動的例子令在座

大家明白國安法如何為國家、社會和個人帶來保障和安全。  



    

  觀乎今年香港法律周的現場及線上的踴躍參與的程度和海內外地區

的熱烈支持，充分證明了香港的確是亞太區的一個國際法律服務及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  

  

高質量法律服務推動「八大中心」建設  

  

  各位，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香港定位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在內的「八大中心」，其他七個中心包括甚麼呢？包括

有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貿

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以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會鞏固和持續發展香港在

『十四五』規劃下的『八大中心』定位，確保香港的競爭力和經濟持續

發展」。  

    

  我們明白到，「八大中心」並非「各有各做」，而是相輔相成，達

到協同效應，令香港更上一層樓。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

服務中心所提供的國際性法律服務，也是推動其他七大中心發展必不可

少的支柱。  

    

  因此，今日早上我們特別設有兩個「國家『十四五』規劃下『八大

中心』的核心支柱」主題論壇，涵蓋「以優質的法律配套支持香港航運

業和航空業發展」以及「藝術與法律之東西融合於香江」兩個主題，由

業界領航的專家闡述香港優質多元的法律服務如何推動跨界別、跨領域

的商業活動和文藝交流。  

  

灣區機遇  互惠共贏  

  

  二十大報告中表示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發揮自身優

勢和特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優勢，釋放大灣區巨大的發

展動能，灣區內就需要建立高效便捷的機制對接，做好三個不同法域的

法律規則銜接的「軟聯通」。  

    

  就此，昨日活動的主題特意設定為「灣區機遇  互惠共贏」，由國

家司法部、廣東省司法廳、澳門法務局領導，以熟悉粵港澳大灣區法律

服務發展及機遇的法律業界同仁，在各個重要的專題環節作出寶貴分



享，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實施情況和下一步推進相關

工作的路徑，以及透過模擬庭審展示三地處理跨境商事爭議在實體法律

和程序上的異同，共同探索如何加強區內法律專業協作。  

    

  當然，今年首次安排的大灣區法律服務專題展台也充分展示了灣區

法律專業服務的發展前景和創造合作機遇，我很高興看到灣區內外的業

界朋友，難得在展覽場內聚首，共商合作。  

    

  事實上，加強與內地就大灣區法律協作，建立機制對接是律政司來

年的其中一個重點工作。我們正籌備與最高人民法院於明年內建立恆常

對接平台，作為雙方高層次、恆常和機制化的官方渠道，共同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司法和法律研究及實務工作等等，解決因法制差異造成的難

點，務求做到便利民生及商業互動。  

  

法治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  

  

  今年《施政報告》中亦提出多項加強《憲法》和《基本法》，以及

愛國主義教育的政策措施，特區政府亦視這些教育工作為重中之重。正

如律政司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統籌和協調工作小組主席簡慧敏議員在今

日下午的「法治新一代」環節所指出，律政司將於本月底為培訓本地法

治領袖揭開新篇章，推行以「傳承共建  法治社會」為題的「法治教育

領袖培訓計劃」。  

    

  當中，「傳承」和「共建」是兩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法治教育

領袖培訓計劃」強調要「貼地」，以多元互動和簡單易明的方式去傳播

法治理念。在這個計劃之下，法治教育這個重任不會局限於由法律教授

和律師承擔。我們希望透過計劃，和社會各界的領袖一起宣揚法治理

念，與社會各界一起「共建」法治社會，讓法治精神在不同社群中廣傳

開去。  

    

  而在今日「法治新一代」的論壇後，大家會明白到法治教育的普及

性。法治教育不是一個獨立學科，我們更不是主張把所有新一代都要訓

練成為律師。法治教育其實是一項深耕細作的工作，是一個令社會各界

能夠掌握到正確價值觀，自願自覺地明法、守法、尊法的過程。  

  

結語  

  

  展望未來，律政司會繼續和大家一起發揮香港普通法的制度優勢，



以及做好香港優良的法治建設。我們會大力推動國際法律人才培訓，進

一步鞏固法治教育，並繼續積極向世界推廣香港的優勢，說好香港的法

治故事，貢獻國家的法治建設，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我再次衷心感謝來自世界各地以及國內不同省市的嘉賓，在這五天

法律周的活動中聚首一堂，全情投入，讓法律周成為一個亞太區法律界

的重要交流平台。我亦非常感謝大會各位工作人員，以及律政司的同事

為 2023 香港法律周不分晝夜的傾力付出，令到這次亞太區的法律盛事能

夠圓滿成功舉行。  

    

  多謝大家！  

  

完  

202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