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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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三日）在二○二○年法律年度开启典

礼发表的演辞全文（中文译本）：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法官、各位尊贵的嘉宾、女士们、先生

们： 

  

我谨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构热烈欢迎各位出席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我感谢有

机会在此向各位致辞，特别有见于过去七个月社会上一些关系到每个人的事情。社会就着

司法机构提出了不少问题，对法庭的工作作出了不少评论，亦就我们的法官表达了不少意

见。这当中很多都是中肯的，但遗憾的是，有部分是建基于错误的观念和出于误解，并对

法律和法制应有的客观和恰当概念有所曲解。有些甚至近乎不能接受。鉴于法治对社会的

重要，我想在此阐述一下公义这个概念，香港法律制度的运作，以及法庭和法官肩负的职

责。许多错误观念和误解源于部分司法裁决不合一些人的心意。我曾多次指出，人人均有

权就法庭的工作表达意见，而我们亦不应期望每宗案件的裁决都备受赞同。然而，当有人

纯粹因为不满案件的裁决结果而作出各种抨击，指法庭并非公正无偏，法律制度并非完善

健全，又或针对法官作出极为冒犯的人身攻击，便有需要向社会大众阐明法律如何运作，

以正视听。法治经常被认为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全然接受这个概

念，就必须明白法律如何运作，以及它应当如何运作。 

 

我先从公义这个概念说起。公义经常被视为难以捉摸的理想，但我想讨论的是公义

的实际意义。 

 

《基本法》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指引，说明法律对每一个人的意义所在；它藉当中

订明的各项权利，提供保障。凭借这些权利，社会得以繁荣发展，市民得以和谐共处、有

尊严地生活，社会大众亦得以为个人及亲人的生活作安排。 



 

《基本法》及得到《基本法》给予宪制确认的《人权法案》列明的权利包括：言论

自由，结社、集会、游行和示威的自由。过去七个月，我们看到许多行使这些自由的情

况。然而，为使社会上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不会受到不可接受的影响，行使这些权利需要

有限制。明白这一点是重要的；我过往称这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因此，法律对权利的行使有明确限制。享用或坚持个人权利，举例说，不能成为损

害他人人身安全或财产，或使用暴力的借口。有关的限制从我们的刑事法可见一斑。法院

在案件的情况有需要时，会全面及合适地执行此等刑事法。 

 

言论自由（《人权法案》称为意见和发表的自由）的条文清楚说明相关的权利附有

特别的责任及义务。因此，有必要时可对此等权利的行使予以规限，例如为了尊重他人的

权利和名誉的缘故。和平集会的权利在得到确认的同时，也与言论自由一样受到限制。结

社自由亦然。 

 

由此可见，享用权利及自由亦同时附有责任，而认为他人的权利－－甚或整体社会

的权利－－总不及个人权利重要这个想法并不正确。认同上述权利及责任是我称为公义的

概念的重点所在。 

 

履行公义－－或说是法院日常处理司法工作的方式－－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审

判必须公平公正，因为审判可带来严重后果。民事诉讼方面，法院的判决或会对个人产生

重大影响或带来重大经济后果。刑事案方面，被告在定罪后如被判处监禁，后果可能极为

严重。因此，公正审判至关重要。这是履行公义的基本要求，亦载于《基本法》。《基本

法》第八十七条订明，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人权法案》

第十条也反映了这项基本要求；该条订明：「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

判定时，应有权受法庭公正公开审问」。 

 



公正审判具有多个层面。在此，我想集中讨论与刑事法律程序尤其相关的其中四

项： 

 

第一，无罪假定。这项权利受到前述《基本法》第八十七条的保障。该条文不但订

明任何人都享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规定未经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人权法案》

在第十一条第（一）项亦申明这项权利。这是我们刑事法的重要基础。 

 

第二，《人权法案》第十一条第（二）项（乙）款订明，任何受刑事控告之人，有

权获给予充分之时间及便利准备答辩。 

 

第三，任何受刑事控告之人，亦有权尽早接受审判。这是《基本法》第八十七条的

规定，而《人权法案》第十一条第（二）项（丙）款亦有申明。这表示刑事审讯应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早进行。 

 

第四，凡被定罪者，有权就定罪及刑罚提出上诉。控方亦可提出上诉。 

 

当我们因应近期社会事件审视法院的工作时，应牢记刚才谈到的公正审判的核心要

求及其体现。有意见，甚或批评指法院处理案件出现延误。正如我之前多次重申，任何人

都有权批评或评论法院的工作，而有助完善司法工作的批评和评论更是值得欢迎；不过，

批评和评论必须有理可据。就与近期社会事件有关的案件而言，我们必须紧记公正审判的

宪制要求，以及我较早前讲述关于公正审判的各个层面。 

 

就刑事案件而言，公正审判是指对诉讼各方，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皆公平公正。

绝大多数－－我必须强调是「绝大多数」－－与近期社会事件有关的案件，在拘捕及落案

起诉被告人后的首次法庭聆讯，控方都会请求法庭给予时间（通常长达数周，甚至需要更

长时间）以便搜集证据，向律政司就控罪是否合适索取法律意见，然后决定裁判法院、区

域法院还是原讼法庭才是适当的法院级别就控罪进行审讯。在这个阶段，法庭不会听取被

告人的答辩；而为对控方公平起见，法庭会给控方时间为案件做准备。控方一旦准备妥



当，便会提供所有相关的检控资料给被告人；而被告人亦必须获给予充足的时间考虑及准

备其辩护。当控辩双方均大致做好准备，案件便会进行答辩；如果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就

会在选定的法院级别编定审讯日期。法庭会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安排最早的日期进行审

讯。 

 

我刚才述及公正审判的各项要点，对于处理近期案件是相关的，与法院处理每一宗

刑事案件的情况无异。法庭不论何时都会确保审判公平公正。而如果被告人需等候聆讯，

便会出现是否准予保释的问题。这方面的法例十分明确：除非案件涉及某些特殊情况，例

如存在弃保潜逃或干扰证人的风险，否则法庭一般会准予保释。这做法与无罪推定的原则

完全一致。法庭处理案件时并不会假定被告人有罪；恰恰相反，法庭会假定被告人无罪，

这是宪制上所规定的原则。 

 

如果被告人被定罪，接下来便是量刑的问题。量刑同样是基于个别案件的情况而应

用相关的法律原则的工作，绝不得任意判决。这方面的法律原则包括参照法庭－－尤其是

上诉法庭－－订立的量刑指引，以及适当地顾及惩罚、阻吓、预防和更生这些考虑因素。

与法院处理的其他工作一样，量刑需要小心应用相关的法例及法律原则。 

 

刑事审判得出结果后，控辩任何一方若不满意结果，均可依法上诉。 

 

我刚才阐述的，为审视法庭工作时，特别是审视法庭处理与近期社会事件有关的案

件时，提供了相关的考虑背景。虽则迅速处理案件是可取，但在妥善执行司法工作的过程

中亦必须顾及其他因素。公正审判的意思并不是指法庭必须因应被告人的个人或政治观点

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刑事案件的审讯结果取决于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它们是否充分有

力，以及控方是否已履行其举证责任，证明案情达至毫无合理疑点的举证标准。 

 

我当然知悉法院现时需要处理大量与过去七个月的事情有关的案件。我刚才已提

到，在绝大多数的案件，控方会请求法庭给予时间搜集证据，以及就采用什么控罪，及该

在什么级别的法院提控，征询意见。绝大多数案件在这个阶段根本尚未完成审讯的准备工



作。虽则如此，为了应付预期庞大的案件量，司法机构已制定计划，使这些案件可以在各

级别的法院得到迅速处理。司法机构较早前已成立专责工作小组研究我们的法院如何以最

佳的方式迅速处理这些案件，当中包括延长开庭时间。我们将会就建议的措施谘询相关持

份者。但是，我必须强调：迅速处理案件虽然有其好处，我们也会致力于此，但亦必须谨

记，公平的审讯是至为重要的。 

 

司法工作得以妥善执行实有赖法官履行其肩负的职责。这点常被误解；法官的责任

不在跟随民众的意愿－－不论是大众还是小众的意愿－－作出判决。事实上，法官必须确

保审判公平公正，并且严格依循法律的要求。紧记这要点至为重要。法官履行职责时，只

会以法律条文和法律精神为依归，别无其他。相对于法律考量，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完

全不在考虑之列。如果法庭在应用法律上出错，则正如我刚才所述，可按上诉机制一直上

诉至终审法院。 

 

以上概述的法官职责重任，是宪制所规定的职责。《基本法》述明法院行使审判

权。行使审判权意指所有司法裁决均以法律为依据，别无其他考虑。《基本法》第九十二

条订明法官只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根据《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有法

官就职时均须宣誓；司法誓言要求法官拥护《基本法》，尽忠职守，奉公守法，公正廉

洁，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维护法制，主持正义。这些基本原则必须坚守，

不容妥协。 

 

司法誓言包含司法独立这个要旨。《基本法》第八十五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其含意正如其字面所言。这个概念虽然简单，但它对于法

官该如何处理司法工作及履行宪制规定的职责，却是至为重要，其重要性不容贬削。法院

的工作是依法解决法律争议。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关于人人

平等的保证和规定，在《基本法》和《人权法案》中亦已清楚说明；此等保证和规定确保

每一个人，不论其身分地位高低，不管是公共机构抑或一般市民，均受法律约束，并须承

担法律责任，绝无例外。法院执行法律的责任是《基本法》所订明的宪制规定。我可以充

满信心地说，我和我的法官同僚会坚定不移，无惧无畏地履行我们的职责。 



 

司法独立并不表示法院不需对社会负责。司法机构及其法官当然要向社会负责，但

至为重要的是，社会大众必须明白法官的职责所在。 

 

正确认识公义的概念、香港的司法工作及法官的职责，方能明白和理解法治的价值

所在。法治的各项要素，尤其是司法独立，《基本法》已有说明及予以明确保证。它们也

是关于法律运作的不变要素；不管时世好坏，不管何时总不会改变。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向大家致辞。明年一月，我将年届退休之

龄，亦是我退休之时。虽然我尚有不少工作正待完成，但我想在此向大家说，出任香港第

二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是我专业生涯中最大的荣誉。在我最后一次离开这个讲台之前，容

让我再提两点。第一，我谨此衷心感谢司法机构全体司法同僚多年来给予我坚定不移的支

持。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竭尽所能维护香港的法治并履行司法誓言，而我本人亦悉心致

力，以此为己任。毫无疑问，他们在下一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领导下仍会继续如此。即

使时世带来种种挑战，即使遭受种种批评，他们依然果敢坚毅，克尽厥职。在此，我亦深

深感谢司法机构全体员工。多年来他们同样一直全心全意支持我。他们面对前所未见的挑

战，依然尽忠职守。我向每一位法官和员工衷心致谢；我会惦念你们。 

 

第二点，是一个显浅易明的讯息。社会应当珍惜法治，法治是凝聚社会的基石，我

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加以维护和珍视，因为一旦法治受到破坏，我们的社会要复元将殊不

容易。我将时刻以维护法治为己任。同时，我深深相信社会大众会继续致力维护香港法

治。 

 

最后，我谨祝愿在座各位和你们的家人于二○二○年及鼠年喜乐满怀、平安顺遂。 

 

完 

 

 



2020年 1月 13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 18 时 1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