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演辞全文  

 

  以下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今日（一月十二日）在二○○四年法律年度开

启典礼的演辞全文(译文)：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嘉宾：  

  本人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同寅，欢迎各位莅临二○○四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在座各位在百忙中拨冗出席，使我们今天能够在大会堂这个传统的典礼场地再度聚

首一堂，本人衷心感谢你们的支持。  

以法为治  

  本人在去年一月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曾经强调，香港的法治得以持续发展，

全赖我们恒常保持敏锐的警觉：无论是身负重任的管治者，或是市民大众，都须共

同对有关法治的问题保持警觉；而我们须时刻警觉关注的，不单是有关执法和释法

的问题，还有是关于新法律条文的草拟和制定的问题。  

  香港市民对关乎法治原则的事情所呈现的警觉性，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毫无

疑问，市民殷切期望法治精神在未来的日子继续得以奉行，而他们获法律所赋予的

各种权利和自由，亦会一如以往得到捍卫。市民大众清楚表达：法治是香港社会恒

久不变的价值。市民的声音，我们必须细心聆听和透彻理解，而掌握和行使管治权

力的机关，无论是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就更须如此。  

法官的行为  

  司法机构享有独立的地位，其独立性也必须是要有目共睹。这对法治至为重要。

司法独立不是特权，而是法官赖以履行其宪法职能的要素。司法独立使法官得以公

平公正、不偏不倚地裁决市民相互之间或市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法官要本 守

谦虚己的精神来履行其司法职务。  

  司法机构整体的声誉是它最宝贵的资产。莎士比亚所言极是：名誉是灵魂中无

上之宝；人生所能得到最纯洁的宝藏便是无瑕的名誉。  

  为了维护及提高司法机构的声誉，法官的行为和品德无时无刻都必须达到至高

的标准，这点极其重要。这也是维持公众人士对司法机构及司法工作的信心的要素。

法官必须竭力维护司法的独立及公正，亦必须竭力维护司法人员的尊严及地位。这

是每位法官的责任。本人深信每位法官都完全明了这责任的重要性。要切实履行这

责任，法官必须提高警惕，谨言慎行。  



  法官断案，必须独立公正，还要使之有目共睹，但他们却并非与社会隔绝。相

反，他们为社会服务，是社会的一份子，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也有家人和朋友。他

们亦和其他人一样，接触到传媒的报道，也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各阶层的人士。

虽然法官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但是我们必须认同和接受，法官在司法工作以外的活

动是有一些适度的限制。为了维护司法的独立及公正，以及为了维护司法人员的尊

严及地位，这些限制是必需的。  

  近年来，多个司法管辖区制订了一些对法官行为的指引。本人一直留意这方面

的发展，也一直在研究其中是否有可供香港参考之处。  

  二○○二年九月，即大约十六个月前，本人委派一个工作小组就此事提供意见。

工作小组的当然主席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成员则包括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二

○○二年十二月，工作小组在谘询各法官后，建议草拟「法官行为指引」，为法官

提供在行为（包括司法工作以外的活动）方面的实用指引，并且建议向外公布指引

内容，以提高指引的透明度。二○○三年一月，本人采纳这些建议，并要求工作小

组着手建议及草拟一份适当的指引。由于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一职于去年年中的人事

更替，而其他司法管辖区于去年亦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是以指引至今尚未完成，

但有关工作已稳步进展，预计可于今年内完结。  

  工作小组在进行工作时，会继续谘询各法官的意见。关乎法官行为的事宜，涉

及各式各样的情况，往往需要衡情酌理以作出适当的判断。本人相信，有关指引应

可协助法官在这些事情上，作出明智和周全的判断。  

无律师代表的诉讼人  

  二○○二年一月，本人宣布决定为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民事案件的无律师代表

诉讼人，成立资源中心。在原讼法庭法官朱芬龄女士的英明领导，以及督导委员会

的努力下，这个位于高等法院大楼的资源中心，已在大约三星期前正式投入服务。

在成立资源中心的同时，我们要确保法庭运作公正无偏，也要让人清楚看见法庭的

运作是公正无偏的。法院不可以透过中心就个案的具体内容提供法律意见。资源中

心的宗旨，是协助无律师代表的诉讼人处理法院程序方面的事宜。  

义务法律服务  

  正因如此，向无律师代表诉讼人给予法律意见的义务工作，仍有待法律界及各

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来承担。市民对免费法律服务的需求，已由诉讼的层面扩展至日

常生活的种种情况。事实上，如市民在处理纠纷的最初阶段获得中肯的法律意见，

或许会得益不少，甚至可能因此而避免诉讼。现时香港有不少组织提供义务法律服

务，如大律师公会法律义助服务计划、当值律师服务的法律指导计划，以及多个妇

女团体的法律指导计划等。今天本人藉此机会，谨向一直为这些意义重大的服务计

划作出贡献的众多律师致意。  



  但是，免费法律服务的需求是庞大的，法律界必须全力以赴。虽然法律专业要

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下营运，然而我们不可以视此为一种纯以商业挂帅，只是按工作

时数来赚取报酬的行业。法律专业始终是以服务社会、为大众谋求福祉为己任的事

业。身为社会的专业人士，律师应当以其专业知识，为义务工作尽一分力。香港现

有大约 840 位执业大律师和 5,200 位执业律师，每人只要付出 1%的时间，就相等

于约 60 位全职律师；而每人付出大约 5%的时间，就相等于大约 300 位全职律师。

这样，对提供义务法律服务将有重大的贡献。我们必须确保社会上人人都有取得法

律意见和争取公义的机会。在此，本人呼吁每一位律师都尽一己本分，为这项使命

出力。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的研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其最后报告预计将在

三月左右完成。该工作小组已对收集所得的建议详加考虑，并会在最后报告中，对

大家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意见作出回应。此外，工作小组亦一直密切留意和研究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对自一九九九年以来已在英国推行的伍尔夫改革的成效所

作出的评估亦在研究之列。本人深信工作小组定会提议一套切合香港情况的民事司

法制度，而其建议亦会得到法律界和市民大众的广泛支持。  

调解程序  

  调解在多个普通法适用地区都已逐渐成为诉讼以外解决纠纷的另一种方法。调

解较诸诉讼有一定的好处。诉讼人经历了一场争讼到底的抗辩式诉讼后，结果可能

是大获全胜，又或一无所有，但是调解却可能为各方当事人都带来一个较令人满意

的解决方案，以及减少整个过程所造成的压力和困扰。再者，相对于诉讼而言，纠

纷如果能够通过调解而得到解决，一般都会需时较短，而花费亦会较少。  

  司法机构在婚姻争端的范畴尝试引入调解程序，效果令人鼓舞。我们的「家事

调解试验计划」在二○○○年五月展开，为期三年。在试行期间，调解程序是在各方

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调解员则由来自社会福利署、多个非政府组织和法

律界的人士担任。试验计划相当成功，在经调解的个案中，有大约 70%达致全面

和解，另有约 10%达致局部和解。这项计划现正由香港理工大学进行检讨。  

  同时，改革婚姻诉讼附属济助程序的法院规则亦已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

大约两星期前生效。这亦是一项试验计划。新规则规定，当附属济助程序进入某一

阶段后，法庭便会进行聆讯以探讨达成和解的可行方法，而法官亦会视乎情况尝试

协助双方达成和解。至于未能达成和解的案件，则由另一位法官进行审讯。  

  我们应该继续探索采用调解方式以解决纠纷的可行性，这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

发展路向一致。要使调解程序能更广泛地采用，有关法例便应赋予法律援助署署长

酌情就调解个案授予法律援助的权力，这点非常重要。有关酌情权固应包括婚姻纠

纷个案，因为在民事法律援助费用中，婚姻讼案费用约占三分之一。除此之外，这



项酌情权亦应扩展至其他范畴。至于如何行使酌情权，则需视乎个别个案的有关情

况而定，包括该个案是否适合进行调解，又如果进行调解，可节省多少时间和费用

等。  

  法律援助署过去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个变化万千

的时代，我们未必能单单倚仗一些在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来面对未来的挑战。对

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与时并进，敢于创新求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积极探讨

授予法律援助署署长酌情权，使其得以就调解给予法律援助的建议。本人相信，这

个安排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因为在适当的案件采用调解，既可促使有关各方达成较

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又可节省大量费用。  

紧缩预算  

  正如其他由政府提供经费的机构一样，司法机构亦面对预算紧缩的问题。我们

现正尽全力克服因此而来的种种问题。为了节省开支和提高经济效益，西区、北九

龙和荃湾裁判法院将在两年内陆续与其他裁判法院合并。西区和东区裁判法院已刚

于本月二日合并。合并过程牵涉关闭有关的裁判法院，并将其法庭迁往其他裁判法

院大楼内空出的法庭。此外，由于预算紧缩的关系，我们亦会减少各级法院暂委法

官及司法人员的数目。  

  即使在预算紧缩的情况下，我们仍须尽可能缩短案件的轮候时间。每一位法官

的工作量已经因此而增加，而且还会持续增加。本人在此向各级法院的每一位法官

及支援人员致意，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克尽厥职，同心协力地迎接种种挑战。尽管法

院的工作压力很可能会日渐加重，但市民可以信赖各位法官和支援人员。本人深信，

他们做每一件事情，都会以如何才最能达致秉行公正之目的为大前提，并会尽心竭

力以达到市民的期望。一如本人在去年的演辞中所说：我们必须保持司法质素，不

会因紧缩预算而牺牲司法质素。  

结语  

  最后，本人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同寅，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完  

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