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致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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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於十一月二十日（加拿大時間）在溫哥華出席由港

加商會（溫哥華分會）、加拿大人會及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主辦的午餐會致辭全

文（中文譯本）：

《香港是加拿大進入中國和亞太地區的捷徑－從法律角度探討》

各位嘉賓：

  你們好！承蒙邀請出席由溫哥華加拿大會、港加商會和駐加拿大的香港經

濟貿易辦事處舉辦的午餐會，並在會上發言，我深感榮幸。溫哥華是主辦二○

一○年冬季奧運會及傷殘人士冬季奧運會的城市，我能夠來到這個景色迷人的

地方，實在感到十分高興。

  香港與溫哥華的連繫確實非常緊密。現時約有二十萬加拿大公民在香港居

住，其中大部分為溫哥華人。他們對香港的繁榮和商貿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我

相信在加拿大居住的香港人，對加拿大亦有同樣的貢獻。

  香港加拿大總商會是加拿大設於境外規模最大的總商會。現時約有一百五

十間加拿大公司在香港經營。這些公司選擇香港，是因為香港的市場自由開

放、有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及佔重要的地理位置。香港是進入中國的門檻，而

且鄰近南韓、日本和所有東南亞國家的首都。因此，很多公司喜歡選擇在香港

設立地區辦事處，經營業務。

  我今天的講題是《香港是加拿大進入中國和亞太地區的捷徑－從法律角度探

討》。今年春天，香港爆發了沙士疫症，我想談談香港如何在疫症過後迅速復

原。我亦想向大家解釋一些有利於香港和中國日後發展的重要方案，以及卑斯

省的商人在進入中國市場時可如何利用香港的法律和商貿服務。

「沙士」

  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及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經歷了六年的經濟重整

期。今年春天，當我們以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的時候，我們卻又受到以前不

為人所知的「沙士」（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毒的襲擊，香港人承受極大

的苦楚，疫症奪去了一些人的寶貴生命。香港的航空公司、酒店、飲食及零售



業更蒙受沉重打擊。不過，我在此可以高興地指出，上述行業現時的經營情況

已回復至爆發「沙士」前的水平，與此同時，香港的其他經濟指標亦叫人鼓舞。

香港的外貿並沒有受到「沙士」的重創。我們的出口仍然繼續以穩定的速度增

長，旅客訪港的數目大幅回升。香港經過五年持續通縮後，情況看來已經轉

緩，而失業率也由數月前的新高紀錄回落。外地資金正流入本港，股票市場第

三季的成交數字是首季的一倍。財政司司長最近更把香港特區本年度的本地生

產總值預測由百分之二上調至百分之三。 
 
經濟發展 
 
  香港這次經濟復蘇，主要依靠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近期有關經濟的多項

發展亦加速這個進程。 
 
  其中一項發展是珠江三角洲的崛起，珠江三角洲有「世界工廠」之稱。早於

二十年前，隨 香港投資者紛紛把工廠遷往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得以逐步開

發。目前，來自世界各地的製造商在珠江三角洲開設的工廠，數以萬計，僱用

數以百萬的員工，生產汽車、電子產品、紡織品、玩具，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

產品。珠江三角洲是世界上增長最迅速的大型經濟體之中發展最迅速的地區。 
 
  從市場潛力的角度來看，大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和澳門，面積比溫哥華

島稍大一點，人口接近五千萬。 
 
  另一項重要發展，就是中國於兩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按照世貿規

則開放其龐大市場，這會對全球的貿易和投資模式造成重大影響。 
 
  在中國開始全面發揮經濟潛力的同時，香港亦持續發展。過去二十年來，

香港製造商將工廠遷移到珠江三角洲，香港已由「產品製造地」搖身變為「拓業

之地」。香港已成為世界主要的金融商業服務樞紐，是國際公司進軍中國的踏腳

石，是內地公司籌集資金和走向世界的窗口。 
 
  最近，我們加強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合作，特別是與珠江三角洲和上海的經

濟合作，更加邁進一大步。多個內地城市的居民最近獲准以個人遊客身分來港

旅遊，而無須參加旅行團。個人遊計劃對本港的旅遊業及零售業帶來莫大裨

益。 
 
  我們正推行措施，增加香港與內地之間居民的往來和貨物、資金的流通。

我們除了改善邊境檢查站外，亦 手進行多項新的基建項目，包括通往深圳的

大橋，以及連接珠江三角洲西面的澳門和珠海的長二十八公里跨海通路。這兩



條大橋僅是基建工程計劃的一部分，這個基建計劃還包括西九龍文娛藝術中

心、在屢獲獎項的機場附近的新會議展覽中心，以及將於兩年後開幕的香港迪

士尼樂園。一如既往，香港歡迎加拿大的工程公司競投香港的大型工程項目。 
 
《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然而，在經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發展要算是簽訂《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

關係安排》（《安排》）。這是一項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自由貿易協議，將

於二○○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安排》大致涵蓋三方面，即貨物貿易、服務貿

易及貿易投資便利化。 
 
  正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一樣，《安排》為簽訂協議各方帶來益處，而又

不會對多邊貿易制度構成威脅。由於它是在一國之內達成的協議，內地與香港

都認為把它稱為《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較為恰當，故此不把它稱為「自由貿易

協議」。香港能夠與本身的主權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是因為內地與香港分別是

世貿和世界海關組織的獨立成員。《安排》是一個好例子，說明「一國兩制」不

僅是一個理論，還可以付諸實行。 
 
  根據《安排》的規定，內地將取消香港出口二百七十三項產品類別的關稅，

這些產品類別約佔香港出口產品類別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其餘的產品類別亦將

於二○○六年享有零關稅的優惠。 
 
  至於服務業方面，《安排》將開放內地十八個服務行業的市場，包括銀行、

法律、分銷及電訊服務。《安排》不僅給予香港公司優先享有內地入世所承諾的

優惠，部分優惠更超越內地的入世承諾。「香港公司」的定義包括任何在香港註

冊成立的企業，並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不論這些企業是否是外資公司

還是本地公司。 
 
  就所開放的大部分服務行業而言，有關公司必須在香港經營了三至五年。

對於透過合併或收購而持有某家香港公司大部分股份的外資公司，該段等候期

可縮減至一年。製造業方面則沒有等候期的限制，只要產品符合《安排》的原產

地規則便可。我們預期這項安排對名牌產品的製造商和利用專利技術的生產商

將帶來益處，因為他們可以善用香港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對知識產權充分保

障的優點。 
 
法律服務 
 
  《安排》所涵蓋的專業服務領域包括法律服務。內地就此項服務作出下列承



諾─ 
 
＊ 允許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但並非以合伙形式運作]； 
 
＊ 允許內地律師事務所聘用香港大律師和律師； 
 
＊ 允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取得內地法律

職業資格； 
 
＊ 允許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從事非訴訟的法律事務； 
 
＊ 對香港律師事務所在深圳、廣州設立的代表處的代表無最少居留時間要

求。香港律師事務所設於內地其他地方的代表處的代表，每年在內地的最少居

留時間為兩個月。 
 
  由於湧進中國的外國投資和進口貨品與日俱增，愈來愈多投資者需要聘用

律師，協助他們磋商和簽訂涉及中國的協議，並解決由這些協議引起的爭端。

進軍海外的內地公司，也繼續使用香港的法律服務。 
 
兩制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沒有改變。這是一九九七年後香

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憲制秩序基本特色。法治、廉潔的政府和司法獨立是香港

社會的基石。香港就金融事務、貿易、知識產權和合約方面所制定的法律，一

向都符合國際慣例，而本港法院審理這類事務，具豐富經驗。香港為所有商業

機構，不論是本地或外地的，提供公平競爭的場所。香港的金融、運輸和通訊

系統達到國際水平。這些都是香港成功作為主要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基礎。 
 
  猶記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間，中國整個法律制度支離破碎。直至八十

年代末期，中國的律師仍然是國家法律工作者。獨立的法律專業要在一九九六

年才正式獲得確認。其後，法律專業的發展取得重大進展。內地有些律師非常

精通自己的專業，除了具備良好的英語水平和資訊科技知識外，也能洞悉世界

各地的法律發展動態。然而，只有少數內地律師能夠處理國際法律事務。 
 
  香港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正經歷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經濟轉型，對律師

造成的影響甚為深遠。從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間，地產市場發展最為蓬勃，

很多律師可以完全倚賴地產法律服務經營律師事務所。期間大律師和律師的數

目大增，增幅遠超人口增長率。外國律師投入市場，刺激本地律師拓展執業範



圍，以配合資本巿場、企業融資、證券、海事法、知識產權及資訊科技等領域

所需的專業服務。因此，在國際法律業務方面，香港律師無疑較內地律師有更

豐富的經驗，使香港成為亞洲最具效率和成本效益的法律服務中心。 
 
調解糾紛 
 
  香港的法律制度也提供一個令人有信心的環境，供進行訴訟、仲裁、調停

及其他形式的糾紛調解。對與內地企業有商業往來的人士來說，這一點尤其重

要。我們的普通法制度不但享譽全球，而且備受尊重。 
 
  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在超過一百三十個司法管轄區強制執行，這包括

內地在內。我們有世界級的國際仲裁中心，處理的個案數目與日俱增。隨 中

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開放內陸地區給國際商界，愈來愈多合約指定香港為調

解糾紛的地點。 
 
  調解糾紛是一種服務，與其他服務一樣，會出現競爭和受市場力量支配。

國際商界人士可自行選擇調解糾紛的方法、應用哪一個國家的法律，以及在世

界上那一個地方進行糾紛調解。 
 
  在選擇調解糾紛的城市時，商界人士可能會考慮－ 
 
＊ 該城市的法院或仲裁中心的素質和獨立性； 
 
＊ 可在過程中提供協助的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的素質；以及 
 
＊ 法院的判決或仲裁裁決在其他地方可強制執行的程度。 
 
  香港在上述三個範疇都得分極高。我們的司法機關、國際仲裁中心及獨立

的法律專業，獲廣泛認同已達到其他國際法律中心的高水準。此外，在調解於

內地發生的糾紛時，唯獨香港享有三項獨特的優勢，即地理位置、語言和內地

經驗。 
 
  香港的律師全部以英文受訓，工作上能有效地使用英文，當中大部分更能

說流利的粵語或普通話，或兩者皆通曉。外國及內地的當事人因而可直接與本

港的律師溝通。此外，香港的律師亦充分掌握內地的情況，了解內地的市場如

何運作。香港與內地毗連，內地的當事人出席聆訊也不須長途跋涉。 
 
  《安排》進一步促進了香港與內地律師的合作。有了這個《安排》，內地市



場的香港與外國投資者，將可取得香港與內地兩個司法管轄區律師的更佳服

務，而兩地業界的服務水平亦可因此而得以提升。 
 
  各位嘉賓，我在剛才數分鐘的談話中，由國際貿易至合約仲裁等不同方

面，提及了多個不同的課題。其實，我的信息很簡單︰就是在「一國兩制」的基

礎下，香港的經濟、社會及法律制度一如往昔，自由而具效率。我們同時更充

分發揮香港作為中國及亞太區金融及服務樞紐的獨特角色。對於有意進入內地

這個迅速發展的市場的加拿大朋友，香港可以在過程中為你們提供優質的商業

和法律服務。歡迎你們來到香港親身體驗一下，認識這個亞洲國際都會的風

貌！ 
 
  謝謝各位。 
 
 
完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