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二○一五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附图） 

 

 
 

  以下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今日（一月十二日）在二○一五年法律年度开

启典礼上发表的演辞全文（中文译本）：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嘉宾： 

 

  我谨代表香港司法机构全体仝人，热烈欢迎各位莅临本年度的法律年度开启典

礼。 

 

  回顾香港过去任何一年，说我们的社会经历了种种挑战，这话准是对的。二○

一四年也不例外，而我亦深信今年将会为香港带来某些挑战。当社会面对这些挑战

时，我们绝不可忽略那些在过去，并且在将来会继续造福香港的基本要素。 

 

  在刚过去的一年，本港的法治──这始终重要的议题，是社会人士最常谈论的

话题之一。其中一个讨论的层面，是香港法院在司法的工作上，受到政治因素等外

来因素的影响的程度如何。过去一年，政治很多时候围绕着港人生活。然而，仍待

回答的问题是：除了严格引用法律本身外，法院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或政

治考虑等因素所影响或左右？ 

 

  答案其实明显不过：法院在司法的工作上，不会、亦不能受到诸如政治或政治

考虑等外来因素丝毫的影响。法院和法官都只会引用法律断案。法官的宪制角色，

是裁断诉讼各方之间的法律纠纷。即使法律程序或因政治理由而引起，法院的功能

亦绝非解决政治问题，而是仅就法律问题作出裁决。 

 

  法治，是所有社会的基石，亦是凝聚社会的要素。香港有超过七百万人，每个

人都希望自己和家人可以过有尊严和丰盛的生活。每个人都有权如此生活。然而，

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每个人都各有意见主张，

彼此的分歧有时甚大。法律的凝聚力，正正在於确保个人的权利，尤其是一般所谓

的基本权利，可获法院执行之余，他人的权利亦得到同等的尊重。法律和法院司法

的目标，就是在南辕北辙的利益取向和意见分歧之间，寻找一个公正、恰当的平衡。

简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基本人权可获法院恰当地执行，而个人的权利和社会

上他人的权利都得到尊重。 

 

  这一切如何得以实现？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切的起点。人人，包括政府、

官方机构和公众人士。不论任何人、任何群体或任何组织，都不能凌驾於法律之上，

亦不会获法院优待。这是尊重他人权利这概念的要义。 

 

  其次，至为基要的，是法律在实际运作时，法院只会根据法律及法律的精神断

案，并在判案时保持独立，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不论是政府、官方机构、社会



大众或社会上任何界别的影响。 

 

  我刚才提及法治和司法的几项要点，包括平等、忠於法律及其精神和司法独立，

全都是法律赖以运作的基础。这些要点亦已在香港的宪法──《基本法》中订明及

得到保障。 

 

  法官的宪制角色是单单依据法律判案，这反映於《基本法》中关乎行使审判权

的条文。《基本法》第八十四条直接订明法官须依照法律审判案件。所有法官均曾

宣誓恪守法律，并以无惧无偏的精神维护法制。《基本法》的其他条文亦订明法官

的资格：法官应只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正是根

据这两项准则，向行政长官作出有关法官的任命推荐。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适用於

所有法官的资格准则。对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有国籍要求，

即两者均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至於对其他

法官，则没有此项要求；《基本法》且订明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法官。 

 

  司法机构的独立当然是本港法律制度的关键要点。《基本法》中与司法机构独

立有关的规定，至少有三项不同的条文。刚才提及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亦必须

为独立的委员会。 

 

  我在去年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致辞时指出，我们法律制度的某些要点，显明

了本港的法治和司法机构的独立，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而是真确地存在。在我谈

论近来发生的事以强调其真实存在之前，让我先阐述一些最新的发展，这些发展既

关乎司法机构，亦会影响社会人士是否能将其争议纠纷诉诸司法： 

 

（1）争议纠纷得以诉诸法院，是任何法律制度的关键所在。一个地方即使有健全

的法律体制，法院也聘任了最优秀的法官执行司法工作，但如果当事人要将其争议

纠纷诉诸法院却难於登天，一切亦属徒然。《基本法》明文规定社会人士有权向法

院提起诉讼。法律援助是协助当事人更能无碍地寻求公道的重要一环。在多个不同

类别的案件中，例如司法覆核的申请（即往往涉及市民针对政府而提出的法律诉

讼），诉讼人均可申请法律援助。 

 

（2）去年，司法机构一直积极检讨区域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限及小额钱债审裁处的

申索款额上限，目的是提高此等限制以便当事人可以将纠纷诉诸法院。 

 

（3）最近，立法会经投票表决，已废除了以「当然权利」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这

一途径。这一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的方式现已过时，亦不容於现代的法律制度。

这一上诉途径使案件可以单凭诉讼金额的大小而获得提出上诉，从而在不同的诉讼

人之间引起不平等的情况。我乐见废除法例这项条文。 

 

（4）至於招聘法官方面，我们大致已取得良好的进展。但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

的招聘，遇上某些困难。有见及此，并为了配合司法机构整体的长期需要，我们正

进行多项检讨，例如法官服务条件检讨及退休年龄检讨。须予紧记的是，维持法官



的高水平，不负市民的期望，这点至为重要。正如我曾多次指出，与其委任水准不

符的人士，倒不如容许职位悬空。 

 

（5）今年，我们有望可见终审法院迁往位於昃臣道的前最高法院大楼（亦即立法

会旧址）。我们获得建筑署告知此举切实可行。建筑署在这项搬迁工程中克尽厥职，

裨益社会，我谨藉此机会代表司法机构向建筑署致以由衷谢意。新的终审法院大楼

将会是香港法治的恒久而鲜明的象征。我殷切期待新大楼启用，并欢迎公众人士亲

临参观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物。 

 

  过去一年，司法机构的各项运作需要及措施均获得政府当局与立法机关的鼎力

支持。我谨在此表达衷心的感谢。就法院司法的工作而言，获得此支持诚然重要，

而同样重要的是，与司法机构有关的事宜不得以任何方式政治化。 

 

  接下来，我想谈论一下近日发生的事件。对於「占领」抗议，我当然不会评论

相关的政治议题，但却希望在此谈谈其与香港法治的关系。我认为，近日这些事件

正正显示大多数人均尊重法治，亦再次体现法治在我们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没有人

对我们是否需要尊重法治这点提出实质的质疑，而原因亦是显而易见：我们实在很

难想像会有人认真地提出，法治，以至法治所代表的一切理念，是不需要备受尊重

的。法院的工作，其保障基本权利的核心任务，以至无惧无偏、公平地履行司法的

工作，均有赖整体社会尊重并相信法治。 

 

  在抗议活动期间出现的诉讼，有关的法律程序实为法院奉行法治的明证。原讼

法庭所审理的数宗强制令申请，由负责宪法及行政诉讼审讯表的法官审理多日，法

官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审视了每项可能成立的法律论据。诉讼各方均有充分机会

向法庭陈词。向法院寻求公道之路亦未被堵塞──案中的被告人均获得法律援助，

由资深大律师及其他经验丰富的大律师代表。诉讼程序中的每一步，都是依据法律

和法律程序进行，整个过程亦公开予公众旁听。 

 

  在这几宗强制令程序中，法院均颁下详列理由的判案书，清楚得见法院是依据

法律作出判决。其后，若干诉讼人就原讼法庭的判决向上诉法庭申请上诉许可，上

诉法庭驳回这些申请时亦详细解释其决定的法律理据。凡此种种，都能显示我们法

院的一贯做法：严格遵照法律断案，以履行司法机构的宪制职能，并将详列理由的

判案书公开予公众查阅，使之有目共睹。法治和司法的工作，就是这样得以实践，

而这正正是本港司法机构每日的运作。今日如是，将来亦定必继续如是。 

 

  容我再补充一点。正如刚才提到，每当法院面对棘手的案件，费煞思量作出了

法律裁定；这些由法院颁下的判决和命令，理应获得尊重和遵行。法院最近就相关

案件颁下的强制令，社会大众亦会期望获得遵行。毕竟，诉讼各方──当然亦包括

败诉方──均已获得充分机会向法庭陈词。无论所持的信念或所怀的动机是甚麽，

所有人──包括政府、社会大众或其中任何界别的人士，都必须尊重法治及其代表

的一切理念。法治的目的正是要保障我们的权利，并帮助实现每一个社会都有的目

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法治，不容妥协。法治，不能有半分偏移，亦不能讨价还价。法治，必须奉行

无间，不能有片刻松懈。法治本身即为目的，亦自成一重要制度，不但促成香港的

成功，更对香港居民整体和未来的福祉深具影响。 

 

  我们应一再提醒自己，香港社会这一基本要素。我们在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开

启典礼聚首一堂，今年如是，每年如是，正是要彰显法治何等重要。我们所有法官

均深明此义，而稍后的演说亦当会提及，法律界仝人务须同样清楚明了这一点。我

相信社会大众都已明白，亦理所当然会如此期望。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过去一年是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我在此谨祝各位新年

进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完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２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１９时２９分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今日（一月十二日）主持二○一五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并於爱丁堡广场

检阅香港警察仪仗队。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向包括法官、司法人员和法律界人士等一千多名与会人士致

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