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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6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23 年《施政報告》 - 律政司的政策措施  

引言

 本文件闡述在 2023 年《施政報告》中有關律政司的政策

措施（有關律政司政策措施的指定項目指標載於附件）。

鞏固香港獨特優勢

2. 二十大報告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一國」原則愈堅固，「兩

制」優勢愈彰顯。中央政府一直堅定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

和優勢，包括良好的法治基礎建設、與世界接軌的普通法制度、

以及法律人才和素養等。呼應今年《施政報告》的施政方向，律

政司會繼續強化香港獨特的優勢，並與各方持份者共同積極配合

國家發展方向及大局。

3. 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政府會鞏固和持續

發展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下的「八大中心」定位，確保香港的

競爭力和經濟持續發展。就此，律政司推出多項新政策措施，以

鞏固香港「八大中心」之一—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的策略性定位，以加強法治建設，支援各行各業及新興產業等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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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的主要政策措施  
 

(一 )  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   
 
4. 為善用香港中英雙語普通法制度和國際化格局，律政司會

於 2024 年內設立專門的辦公室和專家委員會推動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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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綫地區的人才交流，為國

家提供涉外法治人才培訓，培養熟悉國際法、普通法和大陸法以

及國家法制等的法律人才。  
 

( 1 )  背景  
 
5. 二十大報告中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就「統籌推進

國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方面，強調在提升國内法治水平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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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内法治與涉外法治協同發展，不可偏廢。  
 
6. 涉外法治工作涉及國内法、外國法、國際法（例如條約

法）等不同領域，涵蓋範圍廣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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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國家提升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國家對涉外法

律人才有重大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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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對富有國際經驗的法律人才，期望香港以更

大力度為國家在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方面作出貢獻。國家處理涉外

案件、以及落實「一帶一路」重要國策的官員、法官、外交人員

等，都需要通曉國際法律規則，以助力國家在國際法治領域中參

與訂定規則。  
 
8. 香港必須持續鞏固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作為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戰略性定位。就此，我們需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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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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等專業交流和互鑒的深度和廣度，讓香港業界鞏固其法律專業

知識和經驗與國際先進水平同步，並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推

動香港業界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  
 

( 2 )  法律人才培訓  
 
9 .  為進一步善用香港法治優勢，律政司建議推動成立「香港

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不但鞏固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

下作爲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定位，而且香港能

進一步參予共建「一帶一路」建設的下一個十年，更重要的是為

國家推進法治建設出一分力，發揮好香港在法治方面聯通國家和

世界的獨特優勢和地位。以香港作爲國家涉外法治人才培訓中

心，可以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1 0 .  律政司會在 2024 年內設立專門的「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

訓辦公室」（下稱「辦公室」），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

培訓學院」，而辦公室具以下職責 : 
 

(a) 規劃、組織和落實國內法、外國法和國際法方面的法律

人才培訓計劃，包括整合由律政司舉辦、協辦或資助的

現有法律專業培訓和能力建設項目；  
 

(b) 根據內地相關部委、法律人員和國際機構的實際運作需

要，協助規劃和落實適當的訓練計畫；及  
 

(c) 為具有相關涉外法律經驗的人員提供建議和安排作為培

訓導師、導師或演講者，包括本地法律界代表（如現任

或退休法官、經驗豐富的執業大律師或事務律師等），

以及內地或海外的專家學者（包括國際組織的法律人

員），透過研討會、工作坊或短期實習等適當方式進行

教學。  
 
11. 基於律政司舉辦、協辦或資助的現有培訓和能力建設項

目，辦公室將規劃、組織和落實以法律實踐和程序為重點的培訓

計劃，這與法學院或大學主要側重於教授法律理論和學術科目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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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辦公室將作為政府上述政策措施方面的協調機構。辦公室

成立前，律政司內現有的指定工作小組將協調成立「香港國際法

律人才培訓專家委員會」（下稱「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

主要職責如下 : 
 

(a) 就國內法、外國法和國際法人才培訓和建設項目向律政

司提供意見；  
 

(b) 就發展法律人才培訓策略（包括涉外法治，如國際公法

等的教育和研究）向律政司提供意見；及  
 

(c) 就其他相關事宜提供意見。  
 
13. 律政司內現有的指定工作小組將為專家委員會提供秘書服

務，直至辦公室成立後將擔任專家委員會的秘書處。  
 
(二 )  繼續全力建設香港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  
 
14. 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為香

港增强發展動能。律政司會透過一系列策略性措施繼續推動及鞏

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在「一

國兩制」下，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以

穩健的法律制度、優質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豐富的人才資

源，為國際及區内外，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各行各業提

供一站式多元化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1) 擴展內地企業使用香港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  
 
15. 普通法歷史悠久，兼具可預見性和因時制宜的靈活性，不

少國際貿易或投資合同的當事人均會選用普通法管轄區的法律作

為適用法律。香港法律中英雙語並重，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高

度接軌，具備豐富國際法律服務經驗、熟悉國家政策的法律和相

關人才，能充分理解國內企業以及境外投資者的需求和關注，提

供高質多元的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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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律政司積極爭取把「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由深圳

前海及內地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至適用於整個大灣區，包括「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我們亦會爭取國有企業優先

考慮採用香港法律作為合同適用法律，或選擇香港爭議解決服務

處理合同糾紛。  
 
17. 此兩項措施的擴展能更充分利用香港在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服務方面的獨特優勢，為國內外投資者「借港登陸」及「借港

出海」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務和保障，形成更高質量的國內大循環

和更高水平的國際循環，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

展。同時，這兩項措施亦有利於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專業進一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兩地專業協同發展，優勢互補，助力大灣區

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推動區內的規則銜接

和機制對接。  
 
18. 為推動相關措施，律政司會繼續積極與內地相關部委進行

交流和磋商，同時會與內地相關部委合辦不同形式的推廣、交流

和能力建設活動，向企業介紹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以及法律和爭議

解決服務可以如何協助企業「走出去」，有效應對面對的法律挑

戰和風險。同時，律政司會與兩地的持份者保持緊密協作，透過

多元的途徑，聽取企業對香港或涉外法律服務的具體需求，以確

保相關交流推廣和能力建設活動能有效地回應企業的需要。  
 

(2) 深化調解文化  
 
19. 調解是具成本效益的替代爭議解決方法，費用一般較開展

訴訟程序低。政府會強化本地調解體制，包括強化規範香港調解

專業的認證和紀律事宜的制度、在政府合約中加入通用的調解條

款和鼓勵私營機構在其合約中加入類近的調解條款，以及舉辦活

動和培訓賦能公眾應用調解技巧。  
 
20. 習主席在香港回歸 25 周年的重要講話中希望各方共同維

護社會和諧穩定，發揚包容共濟、求同存異的優良傳統。從實務

角度出發，調解也讓爭議各方有機會增進溝通、以一種互相接



 

6  

受、及時和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解決爭議。律政司一直致力於社區

各個領域積極推廣及深化調解文化，建立和諧穩定的社會，並培

養一種倡導相互支持、尊重、和諧和包容的文化。律政司將推進

下列相關措施：  
 

(a) 律政司將在 2024 年內完成檢視規範香港調解專業認證和

紀律事宜的制度，以加強調解員專業化。是次檢視展示

香港致力確保調解專業具有良好信譽並且値得信賴，增

強個人和企業對考慮使用香港調解服務的信心，及鞏固

香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策略性定

位。  
 

(b) 目前，多種類型的政府合約中載有調解條款。為了進一

步推廣使用調解以友好方式解決爭議，律政司將發布通

用的調解條款範本，供未來的政府合約參考及採用，目

標是相關政府部門應在可行且適當的範圍內先使用調解

作為爭議解決途徑。律政司亦希望藉此鼓勵私營機構在

其合約中加入類近的調解條款，有利加强推廣「調解為

先」的文化。  
 

(c) 律政司將透過舉辦調解活動和度身訂做的培訓賦能持份

者和市民應用調解和調解技巧化解社區爭議（如鄰里、

物業管理、消費者、社會福利等糾紛）。  
 

(3) 全方位推廣本港法律服務優勢和機遇  
 
21. 去年，律政司以年度旗艦活動「香港法律周 2022」為起

點，啓動向國際及區内外推廣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2022
至 2023 年期間，律政司司長及副司長分別走訪國内外地區，包

括內地多個城市（北京、成都、廣州、深圳、惠州及海南）、歐

洲四國（意大利、奧地利、瑞士和荷蘭），以及泰國。其中，律

政司司長和副司長分別率領由香港法律界代表組成的代表團進行

相關訪問，加强香港法律業界與各地區的人士交流，深化合作，

創造高水平發展，共同向世界説好香港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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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今年，「香港法律周 2023」將於 2023 年 11 月 6 日至 10
日舉行。本屆法律周以「聯通世界、邁步前行」為主題，並以法

治為支柱支持「八大中心」發展為主調，透過一連五天的高峰

會、研討會、模擬庭審以及展覽等活動，探討包括國際法律合

作、調解、仲裁、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機遇等議題，並

首次設專題環節由律政司司長親自回應及釐清有關《香港國安

法》的種種疑問和誤解。  
 
23. 適逢「一帶一路」倡議今年踏入十周年，律政司將繼續以

「香港法律周 2023」加强國内外推廣的引擎，並於 2023 至 2024
年期間推動以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規格，由律政司率領相關業

界「抱團出海」，出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東盟成員國、

其他東南亞及中東國家，不但為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創造更

多機遇，也積極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三 )  法治教育  
 
24. 法治一直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政府十分重視法治教育

工作，並繼續將「鞏固法治」列為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政策

措施之一。律政司已於 2023 年 7 月 3 日的委員會上就法治教育的

舉措作出簡報，下文闡述相關政策措施的最新進展。  
 
「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  
 
25. 在「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下稱「督導委員會」）及其

轄下兩個工作小組（即「課程和教材設計工作小組」及「統籌和

協調工作小組」）的協助下，律政司正積極為開展「法治教育領

袖培訓計劃」（下稱「培訓計劃」）的首階段課程作最後籌備工

作。  
 
26. 以 「 傳 承 共 建  法 治 社 會 」 為 主 旨 的 首 階 段 「 培 訓 計

劃」，將於今年 11 月底開展，以多元、「貼地」、淺白易明和

互動的方式，向約 150 至 200 名負責推動青年和社區工作的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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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講授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的法治與《憲法》、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全國性法律之間的關係、內地法

律制度的基本概要，以及香港普通法制度的重點內容等。  
 
27. 就下一步工作而言，律政司會參考首階段「培訓計劃」的

經驗，並繼續在「督導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協助下，在 2024
年內推出第二階段的「培訓計劃」，預期內容會涵蓋就民事和刑

事法律程序作專題探討，亦會考慮安排參觀與法律相關的機構或

進行模擬法庭活動，進一步加深學員對法律制度和程序實踐的認

識，全力加強在社區層面推廣正確的法治訊息。具體課程內容將

會徵詢「督導委員會」及其轄下工作小組的意見，並適時公布。  
 
28. 律政司目前亦正在籌建與法治教育相關的網站，以提供一

個綜合平台，整合包括「培訓計劃」在內的不同法治項目資訊，

預計網站將於今年內正式發布。  
 
29. 此外，律政司亦會繼續舉辦與法治相關的各種課程和講

座，持續鞏固政府律師及法律界的法治觀念，以及對內地法律制

度的認識。除於 2023 年 7 月 3 日的委員會上報告的培訓項目外，

律政司亦己分別於 2023 年 8 月和 9 月為律政司的同事舉行了《香

港國安法》專家學者座談會和「律政司政府律師國家安全教育專

題研習班（第一講）」，以加深律政司團隊對國家安全及相關法

律的認識。  
 
(四 )  加強與內地建立對接  
 
30. 二十大報告中表示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發

揮自身優勢和特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更好發揮作用。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優勢，

釋放大灣區巨大的發展動能，區內需要建立機制高效便捷地協調

與銜接不同法律制度，為大灣區發展提供一個穩定、公平、透明

以及可預期的法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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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內地與香港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機制  
 
31. 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與內地已簽訂了九項民商事

司法協助安排，包括 1999 年簽訂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自該安排生效以

來，兩地法院就相互送達司法文書提出的請求大幅增加，顯示安

排對解決跨境爭議的重要性。為切合兩地日益緊密的社會及經濟

聯繫，律政司正連同司法機構與最高人民法院進行磋商，以增加

可行的司法文書送達方式並提升效率。律政司力爭在今年內完成

磋商，並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機構的支持下簽署新的送達安

排。  
 

(2) 落實《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

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執行判決安排》 ) 
 
32. 2019 年  1 月簽訂的《執行判決安排》，為兩地建立一

套更全面和明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機制。就此，立法

會已於 2022 年 10 月通過旨在於香港落實《執行判決安排》的

《內地民商事判決 (相互強制執行 )條例草案》。為配合《內地民

商事判決 (相互強制執行 )條例》（《條例》）的運作，高等法院

首席法官將會就《條例》相關常規及程序訂定一套《規則》。律

政司一直積極與香港司法機構就《規則》擬稿交換意見，以期盡

快定稿並以「先訂立、後審議」方式提交立法會，並爭取在 2024
年第一季度與內地同步落實《執行判決安排》。《執行判決安

排》實施後，將有助減少當事人在兩地就同一爭議重複提出訴訟

的需要，為當事人的利益提供更佳保障，並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

區內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  
 

(3) 深化大灣區與香港法律實務接軌  
 
33. 律政司正籌備與最高人民法院於明年內建立恆常對接平

台，作為雙方高層次、恆常化、機制化的官方渠道，共同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司法和法律研究及實務工作，解決因法制差異造成的

難點，務求便利民生及商業互動，提升大灣區的發展動力。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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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初步的構思，平台可以協助研討進一步優化內地與香港特區

民商事司法互助機制的具體操作、共享兩地持份者就跨境爭議解

決等議題提出的意見，並共同探討務實的解決方案等。我們會繼

續就設立對接平台與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討論。  
 
34. 除此以外，律政司亦會繼續善用其他已經建立的機制，包

括今年初成立的律政司「粵港澳大灣區專責小組」、粵港澳法律

部門聯席會議、粵港合作法律及爭議解決專班及港深法律合作專

班，積極推進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和人才連接的相關措

施，助力大灣區的法治建設。  
 
結語  
 
35. 2023 年，律政司積極落實了 2022 年《施政報告》的相關

政策措施，包括推廣法治教育、進行外訪、主動加強與大灣區溝

通及對接、繼續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工作

等。  
 
36. 展望未來，律政司會積極推動充分發揮香港普通法的制度

優勢，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律政司會大力推動國際法律

人才培訓，並繼續積極面向國內外（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以及

海外地區），推廣香港作為國家「十四五規劃」下「亞太區國際

法律和爭議解決中心」的優勢，說好香港的法治故事，進一步鞏

固我們堅實的法治基礎，貢獻國家的法治建設。  
 
律政司   
2023 年 11 月  



 

 

附件  
 

2023 年《施政報告》節錄  —  律政司指定項目指標  
 
 
1. 在 2024 年內設立專門的辦公室和專家委員會推動成立「香港

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促進「一帶一路」沿綫地區的人

才交流，培養熟悉國際法和國家法制的法律人才。  
 

2. 為推進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發展：  
 
- 在 2024 年內爭取將「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的措

施擴展至整個大灣區；  
 

- 在 2023 年底前完成磋商，與最高人民法院簽署新的民商

事司法文書送達安排；並在 2024 年內爭取與最高人民法

院建立常設制度對接平台，每年定期舉行高層會議，督

導推進大灣區法制銜接和相關研究工作；及  
 
- 在 2024 年內完成檢視規範香港調解專業認證和紀律事宜

的制度，以加強調解專業化。  
 

3. 在 2024 年內推出第二階段的「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培

訓逾 200 位社區不同界別的人士，持續加強在社區全方位推

動法治教育的工作。  
 

4. 律政司會每年率領由本地法律專業組成的宣講團，出訪不同

地方，例如東盟成員國、其他東南亞及中東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