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4 月 25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香港法律周 2021 的報告 

引言 

法律周是律政司的旗艦活動之一，自 2019 年起在每年 11 月

第 1周舉行，涵蓋一系列國際性和重要項目。法律周不但能讓世界各

地的專家聚首一堂向法律界分享他們對各項議題的真知灼見，更加

強了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領

導地位。 

2. 每年的香港法律周都會舉辦旨在推廣法治、能力建設和國際

合作（包括推廣香港的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區域和國際性重點

活動。「願景 2030 — 聚焦法治」和隔年舉辦的法治大會在香港法律

周 2020 正式啟動，於 2021 年舉辦的法治焦點活動則為法治大會的

後續活動，並會隔年在香港法律周期間舉行。香港法律周亦是一個

能力建設旗艦活動和國際合作的大熔爐，當中會有與國際組織和政

府間組織（例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合

作或在其支持下舉辦的會議和活動。我們的法律專業人士可以透過

向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國際專家學習去拓寬他們的視野，並以國際視

野了解最新的法律動態。律政司亦會在次年發佈香港法律周期間傑

出講者分享的真知灼見，例如「香港法律周 2020 － 首屆法治大會

匯編」和「《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論壇 － 追本溯源匯

編」。1

3. 香港法律周 2021 亦配合上述目標而舉辦。本文件概述香港法

律周 2021 所舉辦的活動以供委員參考。

1 h t t p s : / / w w w . d o j . g o v . h k / e n /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h t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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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活動 

 

4. 由 9 項重點活動組成的香港法律周 2021 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

至 5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成功舉行，當中活動包括第四屆聯合國

貿法委亞太司法會議、國際刑事法律研討會、香港的海事爭議解

決︰現狀與未來、獲東盟秘書處支持的網上爭議解決工作坊、第四

屆「一帶一路」論壇，以及由 LAWASIA 支持題為「邁向可持續發

展未來的變革之旅」的法律論壇，還有大灣區國際航運論壇︰新時

代 新飛躍、年度仲裁會議，以及香港調解講座 2021。活動在網上及

電視頻道同步直播，有超過來自 40 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兩萬人次親身

或透過網上同步參與。 

 

(i) 第四屆聯合國貿法委亞太司法會議（11 月 1 至 2 日） 

 

5. 去年是律政司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第四度聯合舉辦聯

合國貿法委亞太司法會議（亞太司法會議）這兩年一度的旗艦活

動，標誌着香港作為法律、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的國際法律樞

紐的地位。亞太司法會議分為司法會議和司法圓桌會議兩部分，切

合法官和司法人員汲取知識和分享經驗的需要。活動同時亦為香港

法律周 2021 揭開序幕。 

 

6. 是次亞太司法會議主題為“可持續適應新常態”，重點討論

適應在新常態下有關的法律議題。司法會議涵蓋的議題範圍廣泛，

包括全球經濟融資、在新興科技下以數碼經濟及爭議解決抓緊疫情

帶來的機遇、以及疫情下全球復蘇之破產與重組。當中世界各地的

知名專家學者、法律專業從業員及法官就仲裁、如何使用綠色債券

和可持續融資促進全球經濟發展、如何有效利用法律服務支持綠色

金融、有利於法律界及商界的新興技術、破產及公私營合作等議題

作交流及分享。律政司司長、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聯合國貿法委秘

書長 Anna Joubin-Bret 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總法律顧問 Alberto 

Ninio 亦在司法會議致辭。 

 

7. 疫情下，會議通過現場及網上混合模式舉行，800 多名來自

世界各地超過 38 個司法管轄區的人士親身或透過網上參加司法會

議，當中包括 80 名法官。第一天的司法會議亦由本地電視台和在線

新聞媒體播出和專題報導。是次活動為商界人士、法律專業從業

員、法官、司法人員等參加者就在新常態下相關的法律議題提供了

重要的專業資訊和有用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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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大灣區國際航運論壇︰新時代 新飛躍（11 月 1 日） 

 

8. 首屆大灣區國際航運論壇（“論壇”）由香港船東會主辦，

為香港海運週 2021 及香港法律周 2021 的其中一項主要活動。以混

合模式進行的論壇吸引了超過 300 名全球航運界（包括大灣區）的

主要人士參加，亦見證了兩項大灣區合作備忘錄的簽署，分別涉及

推廣國際海事仲裁和海事發展與培訓合作。 

 

9. 在三場專題討論期間，來自航運業不同界別的專家獲邀就大

灣區海事發展分享見解，涵蓋海事主體與服務業群融入大灣區、大

灣區培育人才和建設海事文化以及大灣區航運業通過脫碳和數碼化

轉型等重要議題。 

 

(iii) 國際刑事法律研討會（11 月 2 日） 

 

10. 香港法律周 2021 的另一項重要活動為國際刑事法

律研討會，吸引了超過 900 名人士親身出席或透過網上平

台參與。研討會的講者為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的知名刑

事法律從業者，包括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高等法院首

席法官、法學教授、國際檢察官協會參議會的副召集

人、資深執法人員、御用大律師及資深大律師。  

 

11. 國際刑事法律研討會重點討論四個議題，分別為

《刑法中的人權問題》、《判處罪犯：維持公眾對刑事司

法的信任》、《在內地與香港打擊貪污》，以及《眾籌還是

募集犯罪資金》。國際刑事法律研討會提供了一個重要平

台供刑事法律從業者進行專家意見交流、探討其他司法

管轄區的做法及審視香港的制度，以完善香港的刑事司

法制度的發展。  

 

(iv) 香港的海事爭議解決︰現狀與未來（11 月 2 日） 

 

12. 「香港的海事爭議解決︰現狀與未來」法律論壇於 2021年 11

月 2 日舉行，論壇獲香港海事仲裁協會、香港船東會及其他團體支

持，並由律政司和香港與内地法律專業聯合會合辦。當中嘉賓包括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梁振英先生、香港高等法

院高浩文法官、海事法律爭議解決的專家和航運業商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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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論壇上，嘉賓們分享了他們對選擇香港作為海事糾紛仲裁

地的專業意見與經驗，及探討香港如何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海事調

解中心。儘管英國法是海運界的通用法，由於香港具備法律及商業

專才、「一國兩制」賦予的獨特優勢、兼容度高的仲裁及調解機制，

尤其是香港法律與眾不同的特色，香港仍然是作為解決航運爭議的

理想地，特別是涉及內地當事人的爭議。論壇吸引超過 220 名在現

場及網上人士參與。 

 

(v) 東南亞國家聯盟網上爭議解決工作坊（11 月 3 日） 

 

14. 在東南亞國家聯盟秘書處支持下，香港法律周 2021 舉辦了第

一期關於東盟貿易的網上爭議解決工作坊，主題為“為東盟貿易的

跨境糾紛提供有效率和具成本效益的爭議解決機制”。 

 

15. 隨著互聯網廣泛用於跨境遠程商業交易，電子商務交易在全

球迅速增長。在中國香港與東盟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

下，香港與東盟的跨境貿易繼續蓬勃發展。貿易的增長，特別是通

過區域電子商務的增長，無可避免地導致更多的跨境糾紛。昂貴的

法律費用及旅費，加上語言和文化障礙，使跨境貿易商難以通過國

內法院獲得司法救助。網上爭議解決變得尤其重要，能為糾紛當事

人，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提供一種節省時間和成本效益的爭議解決

途徑。 

 

16. 工作坊邀請了國際專家和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的嘉賓講者探

討網上爭議解決在跨境貿易的重要性、商家（包括中小微企業）在

跨境爭議解決中面對的挑戰，以及分享他們對透過網上爭議解決進

行追索和當中的機遇的真知灼見和經驗。活動亦邀請了一邦國際網

上仲調中心介紹該中心的網上爭議解決平台和法律科技服務，展示

了法律界如何應對迅速增長的跨境爭議解決服務需求。 

 

17. 是次工作坊通過現場及網上混合模式舉行，吸引了約 600 名

來自 35個東盟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人士參與。律政司計劃在 2022年

的香港法律周舉辦第二期東南亞國家聯盟的網上爭議解決工作坊。 

 

(vi) 香港調解講座 2021（11 月 3 日） 

 

18. 由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和香港律政司聯合主辦，香港調解

講座 2021 於 2021 年 11 月 3 日於線上舉行。詩鴻屏女士應邀擔任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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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講座 2021 的講者。詩鴻屏女士是常駐香港的專業家庭事務調解員

和衝突管理顧問，她就著“現代調解業務：衡平制度的延續？”的

主題展開專題討論。有觀點認為調解可以為當事人帶來傳統法院或

仲裁程序中無法獲得的衡平利益，即使這些當事人必然是在“法律

的陰影下”進行談判，對此詩鴻屏女士與我們分享她的看法。是次

講座吸引了來自 21 個司法管轄區的 200 多位人士報名。 

 

(vii) 第四屆「一帶一路」論壇（11 月 4 日） 

 

19. 「一帶一路」論壇香港律師會主辦，是專門為法律專業而

設、旨在發掘「一帶一路」機遇和探討如何解決相關挑戰的大型法

律論壇。 

 

20. 作為香港法律周 2021 的其中一項重點活動，今年的論壇題為

「『一帶一路』倡議——引領全球復甦與和諧」，探討「一帶一路」

倡議如何在全球發生空前變化的當下，加速全球合作和復興。除了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光源先生於論壇上致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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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亦出席了是

次論壇並擔任主禮嘉賓。 

 

21. 活動也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政府、律師會、企業和金融界的

翹楚，分享他們對各項實務和前瞻性議題的獨到見解，包括各項進

行中的「一帶一路」倡議項目和計劃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律師幫

助企業應對複雜的全球局勢的實務指引，及如何提升應用於「一帶

一路」司法管轄區的爭議解決機制的有效性。是次論壇吸引了逾 670

名來自 24 個司法管轄區的人士報名參加。 

 

(viii) 首屆法治焦點活動 — 「邁向可持續發展未來的變革之旅」

法律論壇（11 月 5 日） 

 

22. 首屆法治焦點活動由律政司主辦，獲 LAWASIA 支持，是香

港法律周 2021 的壓軸項目。法治焦點活動旨在與特定持份者就選定

議題進行深入討論，與法治大會互相配合，將於每一年的香港法律

周輪流隔年舉行。 

 

23. 是次法律焦點活動有約 650 名人士親身或透過網上參與，討

論涵蓋多個重要題目，包括法律科技發展、促進尋求司法公義、客

觀數據的重要性，以及文化、法律傳統和社會經濟因素如何影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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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實踐。活動分別由律政司司長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致歡迎辭和

開幕辭。於主旨演講環節，可持續發展大數據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郭

華東教授分享了地球大數據如何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 

 

24. 法治焦點活動包含兩場互動圓桌會議和一場討論環節。「國

際青年法律交流會 2021」中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包括馬來西亞、

新加坡和柬埔寨的隊伍，均參與了第一和第二場互動圓桌會議環節

作演講嘉賓，與資深的法律專家、從業者一起探討文化和法治相關

的議題。亞洲和平與和解理事會主席素拉杰教授為第一場環節致總

結發言。而第二場環節的討論包括調解和仲裁作為訴訟替代方案如

何促進法治，司法獨立、對司法機構和系統的信心的重要性等。在

討論環節中，傑出的講者探討了與法律科技發展相關的議題，以及

從業者和學生應如何在數字時代裝備自己。 

 

25. 透過這些討論，法治焦點活動提供了機會讓年輕的法律人才

與資深從業者作交流，更廣泛傳揚為區內外可持續發展建立和保持

更平等共容的社會的信息。 

 

26. 專項法治數據庫亦在活動上正式啓動。數據庫透過因應各司

法管轄區獨特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因素，收集和整理與法治實踐影響

有關的客觀數據和深入研究，以鞏固對如何實踐法治的正確理解，

從而在有需要時作出改善。數據庫此項目仍在發展中，並會繼續進

行。 

 

27. 此外，LAWASIA 共享辦公桌開幕儀式也在活動中舉行，慶

祝首個機構加入律政司的共享辦公桌辦公室。有關安排為 LAWASIA

及其在香港和亞太區的活動帶來莫大幫助，加強 LAWSASIA 和律政

司雙方在互惠範疇的合作。 

 

 

總結 

 

28. 在特區政府以及各業界組織和專業人士的支持下，香港法律

周 2021 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平台作富啓發性和多元豐富的討論。除了

現場直播，這些討論亦有透過上傳到活動網站的視頻記錄和刊物與

公眾分享。講者和參加者均對活動給予非常正面的評價，表示從活

動中獲益良多，議題實用且具前瞻性。 

 

29. 律政司正籌備下一個香港法律周，暫定於 2022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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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 日舉行，此活動亦將會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

活動之一。香港法律周 2022 將再次舉辦重要的區域和國際性活動，

暫定的活動包括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合辦的亞太國際私法高峰會

議、第二期東南亞國家聯盟的網上爭議解決工作坊、慶祝海牙國際

私法會議亞太區辦事處在香港成立十週年的研討會、第四屆香港調

解講座、一帶一路法律論壇和第二屆法治大會。香港法律周將繼續

為律政司與國際組織及政府間組織創造協同效應，以促進和推動法

治發展，並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領

導地位。 

 

 

 

律政司 

2022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