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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三日）在《遠觀近看「國

際法」》啓播儀式的致辭全文： 

 

Tony 主席、梁定邦資深大律師（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聯合主席）、Teresa 主

席、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聯合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

友： 

 

  大家好！很高興今日可以出席《遠觀近看「國際法」》的啓播儀式，與大

家一同見證這電視特輯的誕生。 

 

  或許你們會問：律政司一向籌辦很多活動，為甚麼要選擇參與及資助製作

以「國際法」這個看來相對「冷門」或市民大眾感到陌生為題材的電視節目？

認識我的朋友，一般都知道我對「國際法」特別感興趣，我的碩士學位亦是與

「國際法」有關的，但當然這不是支持這個節目的原因。真正的理由是，正正

因為「國際法」往往給人感覺「離地」、「與我無關」，但這個感覺其實不大

正確。我們的特輯叫《遠觀近看「國際法」》，「國際法」似乎很遙遠，但當

我們細心一看，就會發現「國際法」的身影就在我們左右。明日起一連八集，

我們可以在電視上，從國際旅遊、商品及服務貿易、國際通訊及環境保護等等

主題出發，探索「國際法」如何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我希望藉此機會舉一兩個簡單的例子。首先是一個較輕鬆的例子，香港人

都十分喜歡旅行，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有非常頻密航班帶我們到世界各地旅

遊或工作，這是有賴於香港特區與其他國家簽訂的航空協議，這些國際性條約

正是國際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其次，我想舉一個較為嚴肅的例子，最近香港特區完成《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中央和特區政府表明反對一些包括某些其

他國家和政客對我們立法失實及不公平的批評，甚至威嚇。我們絕對是理直氣



壯，因為我們的立場是得到國際法原則的支持。根據聯合國大會在一九七○年

十月二十四日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

則之宣言」，每一個國家均享有充分主權之固有權利，國家之領土完整及政治

獨立不得侵犯，有權利自由選擇並發展各自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維

護國家安全必然是任何主權國家最根本的固有權利。如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亦

必然是有關國家的內政，宣言提及的另一原則，是其他國家無權以任何理由直

接或間接干涉其他國家之內政；故此，對其他國家及其政治、經濟、文化要素

之一切形式之干預或試圖威脅，均違反國際法。 

 

  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基本法》第七章裏的條款賦予香港特區參與對

外事務的權力，包括以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身分參與外交談判；更重要可以在

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名

義，單獨與其他國家、地區及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相關協

議；當中包含了對香港十分重要的一些自由貿易協議及雙邊投資保護協議。剛

才 Tony 也提及，香港是 WTO（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成員，我們也是

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很積極的

參與者，所以香港曾參與的事務有非常悠久的歷史、經驗和能力。這一類對外

事務往往涉及國際法，為此，律政司下有一個國際法律科，專門處理相關法律

問題。 

 

  為了善用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獨特優勢，以及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法律中心等地位，我們必須培養多一些熟悉國際法的人

才。在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國家面對很多涉及國家間的法律爭議，國家的

大原則是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要落實這大原則，需要大量優秀熟

悉國際法的人才。因此，香港必須更積極主動提供及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大家都應該十分清楚，我一直十分主張以淺白、易明、有趣的方式，增加

市民大眾對不同法律的認識，以鞏固香港人的法治精神。我希望透過《遠觀近

看「國際法」》這電視特輯，挑起大家對「國際法」這個看來那麼遠、實質這

麼近的題材的興趣，及一些基本的認識。我十分有信心大家看完後，都會覺得

獲益良多。 

 



  最後，我衷心感謝各位參與電視特輯的嘉賓及製作團隊的努力，我相信若

沒有他們的參與，各位觀眾和大家都沒有機會欣賞到這套深具意義並富觀賞價

值的節目。多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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