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副司長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設立首長級職位以支援國

際調解院及相關工作和推進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成立的開場發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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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二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會議就設立首長級職位以支援國際調解院及相關工作和推進「香港國

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成立的開場發言： 

 

主席、各位議員： 

  

  我非常感謝各位參與今日的會議，討論律政司建議設立首長級職位以支援

國際調解院及相關工作和推進「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成立。我們建

議在律政司國際法律科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常額職位（首長級（律政人

員）薪級第 2 點），以及一個為期五年的助理首席政府律師職位（首長級（律

政人員）薪級第 1 點）／相等於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 1 點的有時限非公

務員職位。 

  

  該個建議開設於國際法律科的副首席政府律師常額職位（首長級（律政人

員）薪級第 2 點），負責執行與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有關的必要法律工作和

一般管理工作，並就與建立國際調解院有關的工作和國際調解院的日後運作及

相關工作提供協助。在中央鼎力支持下，待相關公約談判完成，並通過及生效

後，國際調解院總部將落戶香港，成為首個在香港設立總部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專門以調解方式處理國際爭議，將會大大提升香港成為全球「調解之

都」的國際形象，吸引爭議各方、調解員、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來港進行調

解。 

  

  另外，我們建議於國際法律科開設一個有時限為期五年的助理首席政府律

師職位（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 1 點）／ 相等於首長級（律政人員）薪

級第 1 點的有時限非公務員職位，負責推展關於在二○二四年內設立專門的辦

公室和專家委員會，以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政策措施，

為國家提供涉外法律人才培訓，以及培養熟悉國際法、普通法、大陸法及國家



法制等的法律人才。律政司不但會於今年內設立專門的辦公室和專家委員會，

同時亦會進一步計劃長遠所需的相關資源，助力國家建設涉外法律人才隊伍。 

  

  為推展剛才所述的兩項工作，我們預計將會涉及大量的額外工作，也考慮

到國際法律科現有屬副首席政府律師職級的主管職務繁重，縱然我們曾探討可

否重新調配現有人手資源以應付現有的工作量和增加的工作量，但認為並不可

行。因此，國際法律科有必要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常額職位及一個為期五

年的助理首席政府律師職位／相等於剛才我所說的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

1 點的有時限非公務員職位。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中央人

民政府提出香港作為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策略性定位。大

家都知道，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於二○二三年年初

在香港特區成立，負責進行相關國際公約的談判，以及處理國際調解院總部落

戶地的選址程序。根據磋商公約各方的協定，國際調解院總部必須於二○二五

年年底前交付予國際調解院。二○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國向國際調解院籌

備辦公室提交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總部的意向書，並選定舊灣仔警署為合適

地點。在二○二四年年初舉行的磋商中，各方協商一致作出決定，在國際調解

院成立後，東道國為中國，總部所在地為中國香港特區。 

  

  目前公約談判正有序推行，待公約通過和生效後，國際調解院總部將正式

落戶香港特區。就涉及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及相關的長遠工作，我們需要

相應的人手配套，所以律政司這次的建議，其中一個職位是涉及有關國際調解

院長遠的人手配套。 

  

  由於國際調解院成立後的總部將會設於香港，中央人民政府和稍後成立的

國際調解院會適時商議一份《東道國協議》。一如其他國際組織，國際調解院

及其官員和調解程序參與者會享有中央政府與國際調解院根據《建立國際調解

院公約》和《東道國協議》所議定的特權及豁免權，因為當中也關乎國際調解

院的法律地位和特權及豁免權等事宜的條文，預料會按照香港特區的既定做

法，由本地立法實施。律政司會在《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及《東道國協議》

簽訂後盡快展開必要的立法程序。 



  

  因此，國際調解院這項目將涉及持續和複雜的工作，尤其重要的包括︰支

援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暢順運作直至簽訂《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確保籌

備辦公室在緊迫的時間內順利過渡和轉型為國際調解院及其秘書處，以及確保

國際調解院，包括其秘書處長遠全面投入運作。律政司有必要為現有的國際調

解院籌備辦公室和日後設立的國際調解院持續提供人力支援。 

  

  此外，《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預計於二○二四年年底或二○二五年年初

簽訂，在磋商過程中亦會涉及更複雜的法律議題，參與國之間也會有更多互動

討論，大量工作會隨之衍生。在《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簽訂後將特別舉辦大

型推廣活動，包括公約簽署儀式、推廣公約及相關規則與規例、舉辦其他定期

活動及宣傳推廣措施等。律政司現有三名政府律師職系的同事自二○二三年已

借調至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國際調解院秘書處成立後，政府律師職系的

同事也可能需要借調至該秘書處，協助處理上述持續進行的主要工作。即使未

有借調安排，也需政府律師同事在國際法律科內繼續為國際調解院提供支援。

為了推展有關措施和應付剛才所述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國際法律科有必要開設

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常額職位。現時建議開設的常額職位，也可讓現時借調律

師於律政司原有的職位可開放使用，以有效應付律政司現時其他的運作需要。 

  

  此外，就有關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新政策措施，我

們認為有必要於國際法律科開設一個有時限為期五年的助理首席政府律師職

位，以協助建議、規劃和制訂策略以落實政策措施，並監督活動和計劃工作，

以履行「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辦公室」的職能、職責和角色。 

  

  根據二○二三年《施政報告》第 58 段，為善用香港中英雙語普通法制度

和國際化格局，政府將在二○二四年內首先設立專門的辦公室和專家委員會，

並開展和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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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

國家提供涉外法律人才培訓，以及培養熟悉國際法、普通法、大陸法及國家法

制等的法律人才。 

  

  《二十大報告》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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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蓋範圍甚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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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家提升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之時，國家對具涉外法律知識的

人才有重大需求。律政司了解到中央部委、地方機構，以及內地業界等，均提

出有關需求，表示認同香港備受國際社會認可的普通法制度，以及國際經驗豐

富的法律人才，期望香港以更大力度為國家在涉外法律人才培訓方面作出貢

獻。事實上，國家處理涉外案件、以及落實「一帶一路」等重要國策的國家官

員、法官、外交人員等，都需要通曉國際法律規則，以助力國家制定涉外法律

規則。 

  

  我們也需要持續支持提升本地業界和持份者與國家和國外法律同業、專家

和學者等專業交流和互鑑的深度和廣度，讓香港法律業界鞏固其法律專業知識

和經驗，與國際先進水平同步，並促使業界在人才方面朝着高端高增值方向發

展，推動香港業界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 

  

  為推展上述事宜，律政司將於二○二四年內設立專門的辦公室和專家委員

會，即「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辦公室」和「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專家委員

會」，以籌辦「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我們預期辦公室也會進一步計

劃長遠所需的相關資源 ，包括物色一個可行的永久選址供「香港國際法律人

才培訓學院」使用，以及進一步尋求為辦公室開設常額職位，以長期繼續推展

其工作和學院日後的工作。 

  

  我希望議員了解這次建議設立兩個首長級職位具有重要性及迫切性，並給

予我們支持，讓我們有足夠的相關人手配套支援國際調解院及相關工作和推進

「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的成立，確保兩項重要的工作可以順利推展，

繼續推展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以及發揮好香港作為

國家涉外法治人才培訓中心。如建議獲得委員支持，我們會就上述建議提交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審議，並提請財委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我先簡介到此為

止。 

  

完 

2024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