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就《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第

一節）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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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

法會會議上就《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第一節：貫

徹「一國兩制」  維護國家安全／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的致辭全文︰  

 

多謝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在法治和相關方面提出的寶貴意見。法治是香港一直

以來賴以成功的基石，《施政報告》政策措施第二章提出的「鞏固法

治」，正是我和律政司團隊的首要任務之一。律政司一直積極推展多項

推廣法治的工作，務求推動社會各界同心協力，全方位加強市民大眾對

法治的認識，共同捍衞法治精神。  

 

鞏固法治教育  

 

  政府一直十分重視法治教育工作，並繼續將「鞏固法治」列為今年

《施政報告》的重點政策措施之一。在「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及其轄

下兩個工作小組的協助下，律政司正積極為開展「法治教育領袖培訓計

劃」的首階段課程作最後籌備工作。  

 

  首階段「培訓計劃」將於本周六、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展，以「傳承

共建  法治社會」為主旨，向約 150 至 200 名負責推動青年和社區工作

的首批學員，講授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的法治與《憲法》、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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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計劃」旨在培訓社區不同界

別的人士，提升他們在多元的社區工作及崗位中向他人傳遞正確法治信

息的能力和成效，從而達到全方位推廣法治教育的目標。  

 

  自從「督導委員會」於今年年初成立以來，包括不少在席議員在內

的不同社會人士，均對建設法治教育表示積極支持。我衷心多謝各方的

正面回應和寶貴意見，就統籌及協調推廣法治教育的相關工作提供協

助。  

 

  就下一步工作而言，律政司會參考首階段「培訓計劃」的經驗，在

二○二四年推出第二階段的「培訓計劃」，具體課程內容將會在徵詢



「督導委員會」及其轄下工作小組的意見後適時公布。  

 

法治優勢推廣工作  

 

  除了法治教育和培訓相關的舉措外，律政司將繼續加強在國內和國

外推廣香港穩固和優良的法治建設及服務。  

 

  律政司主辦的年度旗艦推廣活動「香港法律周 2023」剛剛在十一月

六日至十日舉行。本屆法律周透過一連五天的高峰會、研討會以及展覽

等活動，與相關的國際、內地和本地的法律組織和法律團體一起探討國

際法律合作、調解、仲裁、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機遇，以至與

法治建設和教育等相關的議題，並首次設有專題環節由我親自回應及釐

清有關對《香港國安法》的種種疑問和誤解。  

 

  另一方面，我和副司長於今年分別走訪國內外地區，包括內地例如

北京、成都、廣州、深圳、南沙、惠州、佛山及海南等的地區、城市；

歐洲包括意大利、奧地利、瑞士和荷蘭；以及東南亞的泰國，為香港法

律及爭議解決業界創造更多機遇。適逢「一帶一路」倡議今年踏入第十

周年，律政司計劃將於未來一年率領業界「抱團出海」，出訪包括東盟

成員國、其他東南亞及中東國家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加強

香港法律專業界別與各地區的人士交流並深化合作，共同說好香港故

事。  

 

堅持以法治原則維護國家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也是應有之義。《香港國安

法》第六條便提醒我們「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

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培養市民大眾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及

認識《香港國安法》亦是律政司的長期重點工作。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及

正視的，是有人可能因缺乏認識、存在誤解、甚至受到惡意抹黑的影

響，誤以為國安法律會損害香港優良的法治傳統或違反基本人權。所

以，我們必須從多角度努力不懈地向社會大眾清楚解說香港國安法律是

符合普通法的法治原則，並與基本人權自由相輔相成。  

 

  為了加深社會各界，特別是從事法律、公共行政及教育工作的人士

對《香港國安法》和相關案例的認識，律政司正籌備出版《香港國安

法》案例匯編，將與該法逐項條文相關的法庭案例作撮要並統整，以提

供準確、並具教育和參考價值的實用工具。我們的目標是在今年內完成



第一版的案例匯編。  

 

  剛才不少議員也提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律政司亦定

必竭盡所能，與相關特區政策局同僚，合力盡快在來年完成《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履行特區憲制責任；並做好解說工作。  

 

設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  

 

  律政司堅信，香港特區應善用在法治及法律服務的優勢，助力整個

國家的法治建設。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就「統籌推

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方面，強調在提升國內法治水平的同時，也必

須要統籌兼顧涉外法律法規的制度建設以及人才培養，做到國內法治與

涉外法治協同發展，不可偏廢。  

 

  涉外法治工作涉及國內法、外國法、國際法例如條約法等不同領域

範疇，涵蓋範圍廣闊。在當前日益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培養具

有國際視野、精通涉外法治的相關人才，尤其重要。  

 

  事實上，國家處理涉外案件、以及落實「一帶一路」重要國策的官

員、法官、外交人員等，均需要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因此，律政司了解

到中央部委、地方機構，以及內地業界等均認同香港備受國際社會認可

的普通法制度以及相對富有國際經驗的法律人才，並提出有關需求，期

望香港能以更大力度為國家在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方面作出貢獻。  

 

  為善用香港中英雙語普通法制度和國際化格局，律政司會於明年內

設立專門的辦公室和專家委員會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

院」，透過定期舉辦不同法律實務課程、研討會和國際交流活動等，促

進「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人才交流，為國家提供涉外法治人才培訓，

亦同時加強本地法律人才的能力。  

 

  我留意到在剛才發言的時候，有幾位議員，包括簡慧敏議員、陳曼

琪議員、梁美芬議員和周浩鼎議員均對此新舉措表示支持，我非常多謝

他們。在往後日子，我必定會和各位保持密切溝通，希望落實好這個新

的舉措。  

 

總結  

 

  主席，正如二十大報告提到的內容，「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保



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一國」原則越堅固，

「兩制」優勢越彰顯。中央政府一直堅定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

優勢，包括良好的法治基礎建設、與世界接軌的普通法制度，以及法律

人才和素養等。維護及促進法治及司法制度，對香港的未來實在至關重

要。  

 

  所以，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今次的《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讓我們

全力推進有關「鞏固法治」、並透過法治建設提升香港競爭力的相關措

施。  

 

  多謝主席及各位議員。  

  

完  

202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