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法律改革委員會秘書處就香

港成文法作系統性檢討的工作進展開場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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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司法

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法律改革委員會秘書處就香港成文法作系統性檢討的

工作進展的開場發言︰ 

 

  多謝主席。 

 

  感謝委員會讓我能藉此機會又一次能向委員會匯報由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秘書處（法改會秘書處）就香港成文法作系統性檢討的工作最新進展。今日將

重點匯報檢討工作的主要並獲優先處理部分，即法律適應化修改的工作進展。 

 

  作為法改會主席，我一向十分重視香港的法律能與時並進，以配合香港在

「一國兩制」憲制框架下作為現代法治社會的地位。法改會秘書處正繼續積極

就香港成文法進行系統性檢討，有關工作主要涉及三個範疇︰（一）法律適應

化修改；（二）整合法律；以及（三）廢除過時的法律。 

 

  自法改會秘書處上次於去年七月在委員會會議上作匯報以來，法律適應化

修改的工作取得了更多成果。有賴各負責政策局於這段時間內陸續提出相關條

例草案，以及各立法會議員對這些條例草案的支持，除了在相關文件第 7（a）

段所提及有兩條新增法例已制定建議的適應化修改條文外，《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草案》亦在立法會全力以赴、經謹慎審議後，大家也知道剛剛在上周獲得通

過，並已於上星期六生效，所以至今已制定適應化修改條文的法例及附屬法例

再增添七條。 

 

  法改會秘書處其實一直積極把各相關負責及支援的政策局聯合起來，並與

律政司相關法律科別緊密聯繫。在此階段已仔細檢視合共 101 條法例或附屬法

例，比去年七月時多了 20 條。換而言之，我們找到更多條文需就適應化作修

改。隨着持續不斷取得進展，預期或會從其他法例或附屬法例中識別出更多的

條文需就適應化修改作進一步檢視。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非常重視法律適應化修改的工作，各負責政策局十分

支持和配合，並積極爭取盡早發出草擬指示，從而展開修例程序。正如文件第

8（c）段提及，扣除已藉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獲通過的七條法例或附

屬法例，預計達至 36 條法例或附屬法例將通過以下途徑在不久將來進行適應

化修改，即（i）由本人以律政司司長的身分，代表特區政府提出俗稱「綜合

條例草案」的《2024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或（ii）其他已於或

將於二○二三／二○二四立法年度內提交的條例草案。剛才提到的「綜合條例

草案」的資料文件已於本年二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供。 

 

  為了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為每條有待作適應化修改的條例擬定符合

現實情況的時間表，法改會秘書處已考慮所牽涉的問題和各方面，並取決於其

複雜程度和相互關係，設法將之分為不同類別，詳情請委員參看文件第 7 段。

法改會秘書處亦於附件 B 提供了圖表，以簡單方法顯示屬於指定類別的法例或

附屬法例數目，以便利委員概括掌握法律適應化修改工作的進展。我留意到附

件 B 有圖表方便大家了解相關資料。 

 

  雖然獲得以上進展，但遇到的難度，亦不容低估。若干法例或附屬法例需

要再作進一步跟進，才可制定更具體的時間表。我想在這裏提及我們遇到的困

難，因為這個會影響我們的進度： 

 

（1）第一，不同法例或附屬法例的個別條文互有關連，或某條文可能載有與

一些其他法例相互參照的提述（cross references），而這些其他法例同樣須作

適應化修改。所以，各項適應化修訂建議彼此之間的一致性十分重要。經適應

化修改的原有法律不但必須能夠切實反映人大常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就《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所作決定的原意，同時也要與現有的相關法

例相符。 

 

（2）第二，在就某些條例可穩妥敲定適應化修改建議前，當局必須周詳考慮

超過一個政策局從不同政策角度下提出的意見和妥為評估對運作方面的影響，

才可在徵得所需的法律意見後作最終定案。需要仔細研究的法律問題往往涉及

刑事法或民事法當中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也可能包括憲制及行政法、國際法，



以至其他法域的法律等。所以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牽涉這些法律問題時，很明

顯不能低估其複雜程度。 

 

（3）第三，也有個別條文或提述的適應化修改，須諮詢中央或諮詢政府以外

的人士或團體。到目前為止，已有多條法例或附屬法例的適應化修改建議已經

諮詢中央或正在諮詢中央。法改會秘書處會繼續積極跟進其餘法例或附屬法

例，好讓當局能及早進行諮詢。至於已展開諮詢過程的事宜，則須充分考慮目

前接獲的回應作適當跟進。 

 

  事實上，現存法例或附屬法例中倘若涉及「Crown」（中文文本表述為

「官方」）和「女皇陛下」的提述，有很多都不能機械化地直接套用某個機構

或某類人員的提述來取代。法律適應化修改並非簡單的「搬字過紙」式替代操

作。我希望藉此機會令委員明白我們需要顧及的問題包括以下各項： 

 

（1）第一，在進行法律適應化修改的過程中，必須首先考慮原有條文的政策

原意，並考慮相關修訂建議會否在政策層面有根本的改變。 

 

（2）與此同時，需仔細審視相關修訂建議是否符合「一國兩制」下的憲制秩

序，並且能夠反映人大常委決定的原意。 

 

（3）而個別條文的適應化修改，或同時影響其他條例，因此須同時確保相關

修訂建議與普通法和成文法的相關法律兼容一致。 

 

（4）最後，正如剛才提及，要確保相關修訂建議在實際運作時不會出現理解

上或執行上的問題。 

 

  相信議員在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時亦有相當體會。 

 

  因此，負責的政策局在制定餘下來的修訂建議需要考慮政策、法律，以及

技術上的問題，必須小心處理，並在有需要時諮詢其他政策局或部門及徵詢所

需法律意見，而當涉及中央事權或中央與特區關係時更須充分諮詢中央，從而

確立及優化政策目標，才能最終敲定適應化修改建議。在過程中，法改會秘書



處的同事亦與中央的代表保持聯繫，確保整體計劃循正確方向推展，並能盡早

識別出複雜棘手的問題，務求及時解決。法改會秘書處會繼續採取「先易後

難」的方式，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乘勢推動有關工作。 

 

  隨着推行法律適應化修改工作的同時，除了截至法改會秘書處上次於二○

二三年七月匯報時已予以廢除的八條附屬法例或當中的過時條文外，已有另外

最少 13 條法例或附屬法例或當中的條文經識別為過時，預期其中大多數亦會

藉着《2024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予以廢除。 

 

  法改會秘書處會繼續監察有關進展，約每半年向事務委員會作階段性匯

報。但我也希望各委員明白，在負責政策局能夠向立法會及公眾交代適應化修

改的具體立法計劃之前，法改會秘書處不能預先代為公告。稍後我和法改會秘

書處的同事樂意回答各委員的提問。 

 

  多謝主席。 

  

完 

2024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