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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二十日）在青年法

治建設高峰會 2023-24 啟動禮的致辭全文：  

  

會長 Alex（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創會會長范凱傑）、劉部長（中央人

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法律部部長劉春華）、各位嘉賓、

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好。首先很感謝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邀請我擔任是次高

峰會啟動禮的主禮嘉賓。本次高峰會的主題，「一國兩制在國家《憲

法》及《香港基本法》下所彰顯的法治精神」，是一個很值得大家深入

討論的題目。無論是法治、「一國兩制」、《憲法》抑或是《基本法》

其實都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我知道今次主辦方會圍繞這個題目

為各位參加的同學安排一系列的專題講座、交流活動和比賽，剛才 Alex

會長也簡介過。我也希望拋磚引玉，藉此機會為大家熱身，因為稍後黃

江天博士（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會詳談《憲法》

與《基本法》，現在先讓我們熱身。  

  

「一國兩制」與法治  

  

憲制秩序  

  

  大家一定經常聽到也相信法治是香港的金漆招牌，有些稱作「金名

片」也是同一意思，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但法治並沒有一個放諸四

海皆準的定義或者固定的模式，每個地方的法治，均因應其社會環境、

歷史等種種因素的影響，透過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制度運行。我們要認

識的是香港法治，要理解香港的法治，必須要對「一國兩制」有充分的

理解，才能明白我們的法治為何受到「一國兩制」的保障。當然，我們

一定要從「一國兩制」這個基本槪念說起。  

  

  大家一定明白「一國」當然是指我們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香

港特區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兩制」簡單而言，一般指香港特區不

實行內地的社會主義，我們繼續沿用資本主義。當然這是一個很籠統的

說法，就法律而言，我們會特別重視關於法律方面如何在「兩制」之下

彰顯。  



  

  《憲法》是我們國家的根本法，亦是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基

本法》的法理基礎。有兩條條文大家經常會聽到，也應該常常記住，就

是《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

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而《憲法》第六十二條也很重要，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

可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大家也應該讀過，也理解到《基本法》由全國人大於一九九○年四

月根據我剛才提及的《憲法》條款制定，確立了香港以行政長官領導的

行政主導制度，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三權分置，也包含法庭擁有獨立

的司法權，為我們整個政治制度創立了法律基礎，連同《憲法》構成了

我們的憲制秩序。  

  

  很重要的是，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 25 周年的講話中肯定了「一國

兩制」——原本是一個政治方針，受《基本法》鞏固的方針——在香港

得到成功實踐，是一個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所

以我們對在「一國兩制」之下創造的法律制度必須要有信心。  

  

香港普通法制度  

  

  那「一國兩制」與今次活動主題「法治」之間又有甚麼關係呢？  

  

  在「一國兩制」下，《基本法》有條款訂明，除同《基本法》相抵

觸，否則在香港實施的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衡平法、其他成文法等

等，皆予以保留。另外，《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進一步訂明，除了那

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為同《基本法》抵觸的法律外，其他所有原有

法律皆採用為香港特區法律。所以原來在香港適用的普通法法律，在九

七回歸後得以繼續維持。  

  

  另外，大家必定明白和理解一個地方的法治，和是否擁有一個擁有

獨立審判權的法院有密切關係。就這方面，《基本法》有一個很重要條

文，大家必須記住。  

  

  與回歸前的情況不同，回歸前整個香港法律制度最頂層的法院並不

在香港，而是在英國的樞密院。但回歸後《基本法》第二條及第十九條

訂明，香港除了享有獨立的司法權，亦享有終審權。根據《基本法》第

八十二條，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基本法》第八十五條亦指



出，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

為，不受法律追究。  

  

  法院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由獨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我也是

其中一名委員，但其他委員並非行政機關成員，包括律師會代表、大律

師公會代表和法律界以外人士——由該獨立的委員會進行推薦，再由行

政長官任命。至於法官的免職，亦須按《基本法》條文，一般而言需要

由法官組成的委員會先作調查，向行政長官報告，才可執行。  

  

  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須徵得立法會同意，並

報人大常委備案，但中央不會直接參與法官的任命。法官的任期、薪酬

及福利待遇均受法律保障。  

  

  法官就職時均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

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服務香港，主持正義。  

  

  另外很重要的是，《基本法》亦容許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邀請其他普

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與審判工作。所以大家會留意到終審法院有一些

海外非常任法官。現時終審法院共有 10 名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

官，豐富了我們整個司法資源。同時，我們的法院也可以按《基本法》

的條文，除了用香港自己的案例外，也可引用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

法判例，確保我們的司法水平與國際接軌。  

  

  由此簡單介紹可見，在「一國兩制」下，《基本法》確立了香港特

區法律的延續性以及與其他普通法地區之間的聯繫，亦確保了獨立的司

法權和審判權，令我們整個制度得以保持和發揮。  

  

推廣法治的工作  

  

  要令香港法治這塊金漆招牌歷久彌新，我們需要全方位推廣法治。

特區政府一直非常重視《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一

國兩制」的宣傳教育工作，並繼續將「鞏固法治」列為二○二三年《施

政報告》的重點政策措施之一。  

  

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  

  

  律政司於去年二月成立「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由我擔任主席，

成員來自相關政策局、司法和法律界、法律學院等等。  



  

  在督導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的指導下，律政司於去年底正式推出

「傳承共建  法治社會」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培訓計劃」），透

過多元、「貼地」、淺白易明和互動的方式，講解在「一國兩制」的原

則下，香港的法治與《憲法》、《基本法》等等的一些基本要點，以及

香港普通法制度的特色，希望透過這個計劃培訓不同界別的朋友，提升

他們在其工作崗位中，向他人傳遞正確法治信息的能力。  

  

  「培訓計劃」首階段課程已於去年十二月初圓滿結束，每日參加人

數超過 200 人，學員來自 20 個負責推動青年和社區工作的團體。有關詳

情已上載於相關網頁（www.role-ttl.gov.hk）。我們將在今年內推出第二

階段的「培訓計劃」。  

  

有關《〈香港國安法〉及〈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釋義》及《基本法》

資料讀本的發布  

  

  除了剛才提到的活動以外，我們還不時發布一些與法治相關的資

訊，例如在去年底發布的《〈香港國安法〉及〈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

釋義》以及《基本法》資料讀本，希望透過這些材料，協助大家理解與

今日活動很相關的《憲法》和《基本法》等等。所有這些材料大家均可

在網上閱覽。  

  

結語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法治教育是一個長期的實踐，需要社會

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參與。我最近也說過數次，法治教育很需要「韓信點

兵，多多益善」。我們「軍隊」中很重要的成員之一，當然是今日主辦

這個活動的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所以我特別支持亦很高興這次有個

新舉措。正如范會長所說，他們夏天的交流活動很快便會招生，而除了

這個相當成功並已建立品牌的交流活動，這次活動應該是一個新嘗試，

所以我很高興有不同的方式，去達到同一目的，亦希望透過今次活動，

進一步促成大家共同的目標，就是拓展大家對《憲法》、《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的認識。  

  

  最後，我預祝今次參與活動的所有同學均有所得着，滿載而歸，並

在比賽取得佳績。謝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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