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昨日在香港大會
堂舉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致辭時表
示，香港在 「一國兩制」 的保證下維持獨特的
法律制度，與內地的法律制度既不同但又有內
在聯繫。法院會以符合 「一國兩制」 的方式去
應用法律，以維護國家安全。

張舉能指出，香港部分海外法官最近遭受
有組織的滋擾和施壓，情況應受譴責。香港的
法官訓練有素，經驗豐富，有能力維護法律，
個別法官的去留不會削弱制度的基礎和健全
性。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指出，任何人威嚇法官
或以任何方式干預相關司法程序，都不可能是
真正關心香港的法治，強調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司法機構致力委任和保留
外籍非常任法官的工作。

▲張舉能指出，個別法官的去
留不會削弱法律制度的基礎和
健全性。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大公報訊】202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昨日
舉行。律師會會長湯文龍致辭強調，公開評論正在
審訊或上訴的案件，有違 「迴避待決案件」 原則，
十分不當。如有人藉此向法官施壓，是公然妨礙司
法公正和蔑視法治的行為。

湯文龍指出，近年地緣政治緊張，有人試圖以
無事實根據的評論影響公眾意見。他呼籲業界擔當
教育的角色，釐清誤解。湯文龍說，香港法院會根
據法律，按照每宗案件的法律和事實問題，不論爭
議的性質，或所涉與訟方，不偏不倚地斷案。當有

一方不滿法院的判決，可透過法律途徑處理，包括
提出上訴。

湯文龍又認為，新時代下，法律界能透過與內
地同業的合作，和為境外投資者投資內地提供意
見，對加速內地融入世界經濟發揮關鍵作用。

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致辭表示，過去一年，
香港以外的評論者繼續批評香港的司法系統，部分
評論無疑是不公平，有些可能是有惡意，旨在破壞
香港的繁榮。他說，維護國家安全具有根本重要
性，對維持經濟繁榮和市民福祉亦非常重要。

杜淦堃認為，特區政府除以強硬的言辭來反
駁，更重要的是要證明香港是一個尊重公民權利的
司法管轄區。所有級別的官員和公職人員必須能夠
表明他們是根據被賦了權力時的目的，真誠和公平
地行使權力。企業一定要有信心，它們是會被依據
原則而非以任意的方式對待。

杜淦堃亦說，作為國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香港的司法系統在特區以外具有獨特作用，香
港應竭盡所能，擔當好法律樞紐及大灣區和更廣泛
地區的聯繫人角色。

個別法官去留 無損港司法制度健全
202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張舉能致辭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鍾偉畧

李家超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會面 交流法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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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行政長
官李家超昨日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茅仲
華會面，就法律工作和人員交流的議題交
換意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律政司副司
長張國鈞亦有出席。

李家超歡迎茅仲華副院長率領代表團
訪問香港，出席202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他感謝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來積極支
持律政司的工作，包括建立覆蓋面廣泛、
高效便民的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機制、積
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以及支持
香港建設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
服務中心。

推動「港資港法」「港資港仲裁」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積極推動擴

展 「港資港法」 和 「港資港仲裁」 措施的

工作，讓持份者了解並充分利用新措施，
鼓勵更多外資企業利用香港作為跳板，投
資大灣區，助力在大灣區建設市場化、國
際化的營商環境。

香港是解決國際商業爭端的貢獻者
李家超又說，香港是解決國際商業

爭端的貢獻者，現時是國際仲裁受歡迎
地點首三位之一。他很高興香港很快會
在商業爭端調解方面作出更大貢獻，
《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將於今
年在香港正式簽署。國際調解院將為解
決國際爭議提供友好、靈活、經濟和高
效的新選擇，香港會發展成為國際調解
之都，與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一脈相
承，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解決商業爭端
的地區樞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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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認贊助前美駐港總領事晤蔡英文
黎智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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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部分海外評論屬惡意及無根據

【大公報訊】2025年法律年度
開啟典禮昨日舉行。律政司司長林
定國致辭時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
竭盡所能，善用香港的普通法制
度，在本地和國際間維護和推廣和
平、包容、開放、共享的重要價值
理念。他指出，香港一向積極推動
和促進以和平方式解決本地及國際
糾紛，國際調解院將成為全球首個
致力以調解解決種種國際糾紛的政
府間國際法律組織，預計由舊灣仔
警署改建的國際調解院總部可於今
年年底開始運作。

林定國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指
出， 「一國兩制」 體現了和平、包
容、開放、共享四個重要價值理
念，這四個價值理念不限於中國，
而是放諸四海皆準。林定國說，香
港的普通法制度正正是這些重要價
值理念的體現，不僅符合香港特區
和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的
利益。

和平解決爭端 法治基本要素
「和平意味着以和平方式解決

爭端，這是法治的另一個基本要
素」 。林定國指出，香港一向積極
推動和促進以和平方式解決本地及
國際糾紛。有關《關於建立國際調
解院的公約》的談判已於去年10月
在香港完成，而該公約的簽署儀式
將於今年在香港舉行。國際調解院
將成為全球首個致力以調解解決種
種國際糾紛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
織。最重要的是，參與談判的締約
國已同意把國際調解院的總部設於
香港。把舊灣仔警署改建為國際調
解院總部的工程將於今年年中完
成，預計可於今年年底開始運作。

此外，林定國又表示，氣候變
化是人類目前最大的挑戰之一，律
政司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將
於三月合辦一個有關國際貿易法和
氣候變化的會議。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202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昨日下午舉行。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國安法案昨日踏
入第121日審訊。黎供認曾贊助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
翰到台灣與蔡英文會面的旅費，揚言想協助台灣加
強與美國聯繫。

控方庭上展示，黎於2017年6月便提議讓郭明
翰會見時任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的 「左右手」 江春
男，至2018年3月郭明翰與蔡英文的會面成事。法
官李運騰關注黎在促成事件上表現熱情，黎辯稱他
只是單方面協助台灣，而非協助美台建立雙向外交
關係。

控方展示，黎助手Mark Simon於2020年3月發
送予黎的信息提到，民主黨似乎打算提名拜登參選
美國總統，而郭明翰當時為拜登團隊提供建議。同
年5月，Mark Simon再發信息稱郭明翰 「可引導我
們找到合適的拜登人士，並從拜登獲得幫助，或讓
他談談支持《蘋果日報》和香港新聞自由的重要
性」 。

黎智英稱，郭明翰是他的朋友，對方出任駐港
總領事時兩人認識，至今超過20年。而希望拜登宣
傳《蘋果》是Mark Simon的主意。控方追問黎當時
回覆 「Ok，Thanks」 是否代表同意？黎否認，稱不
代表支持，惟同意他無加以阻止，事件最終亦無發

生。法官關注，若然Mark Simon繼續執行，黎會否
允許？黎同意。

控方預計盤問需延長到25日
黎早前供稱，2017年曾自費贊助美軍前副參謀

長基恩和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訪台與蔡英
文會面，會面一事是蔡 「左右手」 江春男的主意。
控方表示，2017年6月黎另發信息提醒Mark Simon
在華盛頓時安排午餐讓郭明翰結識江春男，稱或許
郭在協助美台關係上能擔當角色。

黎稱，午餐聚會是基恩和沃爾福威茨的構思，
兩人意識到台灣駐美團隊未能發揮太大作用，黎樂

意介紹郭明翰予台方人士。控方續展示黎與江的通
訊往來，包括同年10月黎指台灣在重建美台關係上
要更進取，外交與軍事同等重要。控方關注黎是否
欲影響台灣政策？黎辯稱他只是指出台灣需要協
助，並提供背景資訊。另一則信息中，黎指郭明翰
會見蔡英文，讓郭明翰看看在重建外交渠道和解決
華盛頓問題上可提供什麼協助。

法官關注控方的盤問仍然未觸及控罪涉及的
2020年，原先預計的15日盤問是否可行，控方重新
計算後表示，預計需時25日，即要到3月中才完成盤
問。案件今日續審。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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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是港法治核心所在
張舉能指出，法治是香港 「一國兩制」 框架的

重要基礎；香港在 「一國兩制」 的保證下維持獨特
的法律制度，與內地的法律制度既不同但又有內在
聯繫。司法獨立是香港法治的核心所在。縱使近年
挑戰重重，司法機構仍一如既往公正無私履職。
《基本法》第八十五條明確保障審判獨立進行，不
受任何干涉。國家安全案件與其他案件均採用相同
的法律原則。無罪推定、要求罪行必須證明至 「毫
無合理疑點」 的規定，以及公平審訊的權利，這些
根本保障始終如一。

張舉能指出，海外非常任法官制度的引入具有
歷史原因。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缺少具有最終上
訴級別法院工作經驗的資深法官。任命優秀傑出的
海外法官擔任非常任法官，既解決司法人手短缺問
題，亦為1997後的香港司法制度注入信心。到今天
香港無疑已培育足夠的法律與司法人才，能夠勝任

所有的最高級別司法職位。然而，海外非常任法官
制度仍有相當大價值。多年來，一眾海外法官在履
行終院工作及捍衛法治方面貢獻良多；而在同一時
間，通過各方群策群力，終院已確立堅實的地位，
成為普通法世界當中一個卓越的最終上訴法院。

張舉能指出，在近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加
劇的大環境下，香港部分海外法官最近遭受有組織
的滋擾和施壓，情況應受譴責。司法機構比任何個
人都更宏大，少數海外法官提早離任並不意味司法
機構的素質或獨立性減低，我們的制度是建基在法
律原則、判案先例以及持續有效運作的穩健架構。
個別法官的去留儘管具有重要性，終究也不會削弱
制度的基礎和健全性。香港法官訓練有素，經驗豐
富，有能力維護法律，這些都不斷得到印證。

張舉能又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法官履行司
法職責時，不應受到任何干預。有國家威脅對法官
實施 「制裁」 ，干涉法官工作，應予反對。他亦重
申，司法公開對於公眾信任至關重要，司法機構會

繼續在終院試行直播庭審，很快會有詳情公布。

支持委任和保留外籍非常任法官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亦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於2024年3月制定，履行了香港已經拖延了超
過26年，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下的憲制責任。
除非安全首先受到保障，否則香港不可能在 「一國
兩制」 的原則下充分發揮其獨特優勢，繼續作為國
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

林定國強調，鑒於香港司法機構在維護國家安
全方面具有重要職能，任何人威嚇審理國家安全案
件的法官或以任何方式干預相關司法程序，都不可
能是真正關心香港的法治。此外，主要來自海外的
人士試圖向外籍法官施加不當壓力，要求他們與香
港法院撇清關係。這些企圖不僅對香港的法治構成
威脅，也波及普通法的整體發展。政府會全力支持
司法機構日後繼續致力委任和保留外籍非常任法官
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