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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2018 年 1 月 8 日） 

香港律师会会长苏绍聪致辞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长、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司法机构各成员、 

法律界同业、各位嘉宾、在座各位： 
 

引言 
 

能再次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向各位致辞，我深感荣幸。律师会去年庆祝成立 110

周年，为此律师们在去年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容我藉此机会感谢有份参与这些

活动的社会各界人士，与我们一同庆祝此一重要里程碑，幷向我们致送各样礼物

和表达祝愿讯息。 
 

律师会是香港历史悠久的专业组织之一，为此我们深感荣幸。今年已是律师会成

立的第一百一十一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社会和社群都面对不同的转

变，法律界也不例外。我们的前人所作的决定，塑造了这些转变的演变过程，更

为我们定下今日的发展方向。 
 

我们现今身处的时代，被各式各样的「转变」所扰，其频密程度，其影响之深

远，比以前更甚。所以，我以「转变」作为今天致辞的总体主题，也许是合时。

我将主要谈到我们作为法律专业与转变之间的关系、在现今的处境中所谓「适应

转变」对法律界是甚么意思，以及指出法律界在此不断转变的环境下，应如何在

可变与不可变的事之间，取得平衡。 
 

「适应转变」是一种思维模式 
 

翻阅律师会会长在过去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的演辞，有以下发现：1997 年的演

辞，描述法律界初期对在法庭引入法律双语化的忧虑；在二千年代初期， 我们谈

到不动产交易市场进入饱和状态后，应如何扩阔业务至不同范畴；在进入 21 世

纪后的演辞，前所未有地强调「满足内地需求」和「建立内地伙伴」的重要。 由

此可见，法律界一直以来，都在适应各种转变。但一个对香港来说更具体，且对

这时代的法律专业人士更密切相关的例子，可见诸影响法律界不同层面的律师行

合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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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记得，在十至十五年前，鉴于市场需要及客户需求的转变，很多本地律师

行与其他地区的律师行合幷，以保持竞争力。当时，很多本地律师行都一开始便

愿意迎合这些转变，很快接受与其他律师行合幷的做法。不过，幷非所有参与的

律师行都可以适应因合幷而产生的转变，令真正的成功例子不多。事后回想，当

中原因是很多这些律师行抗拒作出妥协，令双方僵持不下──其中一方拒绝改变

其固有方向，令大家意见相左。 
 

由此经验，我们明白到真正的「适应转变」，幷非一开始作出适应便可。所缺乏

的是一种真正愿意适应转变的心态，即一种愿意放下旧有的习惯和得益，以求发

展更能符合新的需要的新习惯的心态。 
 
而这正好是在合幷后取得成功的律师行的成功之道。要取得成功，本地和外地律

师行须互谅互让，明白大家有甚么共通和一致的利益，幷抱持开放的心，愿意为

一个更佳的共同目标作出妥协。而合幷后的目标和得益，必须对合幷双方都是一

致的。也就是说，合幷双方的律师行都应先抛开自己固有的心态和利益，才可发

展一个对双方都有得益的思维。 
 

事实上，以这种心态处事不单适用于法律界，也与整体社会息息相关。同样地，

当我们察看香港社会在回归至今的转变，便会发现很多人太倾向在某些事情上只

坚持保护自己的固有利益，却忘记其实亦可以选择一个令所有人都可得益的结

果。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谨记，只有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固有心态，才可以

利用新的思维模式处事，找出与他人共通的共同利益，真真正正的「适应转

变」。 
 

培养一种拥抱科技的态度 
 

那么，法律界应以甚么心态，预备现今最迫在眉睫的转变？我最近出席的法律

研讨会，十居其九都在讨论「高科技」和「人工智能」将如何扰乱法律专业，

因此，我们应准备好的心态，可能就是如何拥抱这些科技革新。 
 

在此方面，我们见到世界各地有部份的法律界都已采纳这心态去接受革新。例

如，有一些司法管辖区的律师会已出版详尽蓝图，规划其服务应如何吸纳法律科

技。有些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界已经引入不同的人工智能系统，自动审阅数以千计

的文件，以得到理想的结果；这令法律执业者更容易从不同的文件中寻找相关的

趋势，从而节省时间。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已可使用预计分析方法，在庞大的数

据库中，从个案行为中辨认趋势，进行分析；这让律师行和法律顾问在作出决定

时更易处理风险。这些崭新项目只是科技创新的一部分，大家都应赞赏，因为它

们可以加强法律执业者的个人技巧，为他们节省时间，从而为业界的生态及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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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带来建设性的影响和贡献。 
 

在这方面，香港的法律界仍须赶上科技发展的潮流，而香港律师会亦已开始了一

些相关工作。 
 

律师会辖下的法律科技委员会最近制定了「科技蓝图」，附有策略性计划，详列

律师会应如何善用科技，协助业界。此委员会探讨如何发展流动应用程式，使律

师会会员可与公众人士有更好的接触，幷连结法律服务与网上付款平台。我们亦

致力探讨「数码律师事务所」的可行性。整体而言，我们的目的是鼓励更多法律

界同业提升其科技水平，幷善用这些新技术提升自己的能力，务求在工作上精益

求精。 
 
所以，律师会认为鼓励更多会员调整自己的心态，拥抱法律科技，有其迫切性。

我们敦促会员培养开放的心态，既接受这些调整所带来的好处，同时应接受旧有

的处事方式在这过程中可被淘汰。 
 

明白科技影响带来的后果 
 

大家都明白科技可为我们节省时间，令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因为我们可以选择

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处事。但这只显示部分的情况，因为拥抱科技，使之正常化，

亦可引伸致其他重要含意。容我向大家进一步解释。 
 
兼顾多项任务的「一心多用心态」 

 

我们读书时，老师教我们应专心做好面前的事。不论在工作或其他场合，从小我

就学要每次专心做好一件事。以前家长和老师会教导：「唔好分心」和「做完一

样到一样」，这是过往的处事方式，毫无异议，但时移势易，根据我的观察，这

种想法可能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同时间处理不同事情的做法。 
 

随着科技发展，很多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处理不同事情──例如在走路时发讯息、

驾车时发讯息，或与人谈话时同时收发讯息。亦有愈来愈多人把能够同时完成很

多事情视之为自己的技能，引以为傲──很多人会把此「一心多用」的「技能」

写在履历表上，亦有一些新毕业生向我介绍自己时，满有信心的表示自己有能力

同时处理不同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效率」的处事方式。事实上，我认为

这趋势已是不可逆转，现在反而会有人惊讶地问：难道你不能「一心多用」吗？ 
 

但若我们退一步，细想其背后的含意，便会明白，所谓的「一心多用」，其实即

容许自己在做一件事时分心，而随之而来「有效率」的幻觉，只不过源于我们似

乎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但同时我们必然会把注意力分散，而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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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证明我们某程度上必然是分了心。不过，问问身边的人，便会发觉这做法已

广为接受，是现代生活的常态，更已成为一些专业人士的新潮的「优点」。 
 

当然，这只是世界潮流的一个缩影，潜伏着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表面

征状。这正好显示，昨天的「非」可能已成今天的「是」，而我们亦渐渐把往昔

的价值体系弃之如敝屣。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是由于在现今社会，旧有的价值和

行事方式已渐渐被一些摩登诱惑，例如方便和效率，取而代之。 
 

更深入的分析，可得出第二个关于取舍的结论。我认为引入科技，有得也有失，

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好处，取决于我们愿意作出的取舍──可能是放弃一些传统

价值，以求得到现代人崇尚的好处，或对法律界来说，是容许就一些专业价值作

出取舍。 
 

「优质服务」是法律专业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 
 

刚才的讨论，让我带出今天致辞的主旨。我想提醒各位，法律专业的一些核心价

值，必须保持，不容有失。 
 

必须维持「优质」专业服务，是现今应多加注意的核心价值，因为根据个人经

验，有时我们会为求看似在工作上「有效率」，而在服务水平上作出妥协。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很多律师会选择接受数量超乎自己可以承受的个案，令自己看似

「有效率」或「善于同时兼顾多样事情」，从而大大增加自己的业务和盈利。但

我们往往发现，要完成所有个案，便得在其他工作方面降低某些水平。在这情况

下，有些律师可能会让步，容许降低服务水平，但若我们这样做，便等同放弃自

己的专业价值，以换取更多金钱。这有违我们的专业诚信，不能接受。因为即使

现代社会的物质价值，诱使我们作出妥协，但持守「优质」服务是我们的专业核

心价值，不能有所动摇。 
 
也许以下一个普罗市民可以明白的比喻可有助我解释。假设你在网上认识了一个

人，即使你觉得与他志趣相投，但事实上你们的陌生程度幷不低于一个随意致电

给你的人，或一个尝试在街上与你搭讪的人。不要胡乱与陌生人倾谈的原则仍然

不变。而即使所有的交流都发生在网上，而非在街上，事情的本质依然不变：那

在网上认识的人依然是一个你从未在现实世界见过的人，与一个你在街上不会胡

乱搭讪的陌生人，情况相若。 
 

我们细心一想，即使外面世界的价值观可以随时变更，我们的专业核心价值都应

维持不变，道理与上述比喻相若。在这社会环境下，我们身为法律专业人士，有

责任维持我们的专业服务质素，而即使社会愈来愈崇尚方便、效率，我们更应坚

守这些基本原则，幷持守自己的信念。我们应提醒自己，要更好地服务客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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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与增加收入挂钩，而假如追求处事更有效率，会令我们的专业服务水平受到

削弱，那我们便得放弃对「效率」的追求，使我们可维护和保持这些重要的专业

价值。 
 
 
 
司法独立与法治乃不容贬损的核心价值 

 

直到此刻，我们只提到，提供有质素的法律服务，乃不容改变的专业核心价值。

但是次演讲的主题「在转变中抵御转变」其实亦适用于其他核心价值。在余下的

时间，我将最后，但非最不重要，谈谈法律专业内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即法治与

司法独立。 
 

科技的发达，再次证明它亦有能力把维护这些核心价值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科技容许我们透过社交媒体的不同平台发表及获取意见。我们亦多乐意接受科技

带来的便利，例如在网志、Facebook 及 Twitter 等抒发感受。此说明为何这些意

见交换平台、聊天室及社交媒体的盛行，能令人相信自己的声音得到网络群体中

其他与自己意见相近的支持者的肯定，以至他们敢于评论，甚至挑战法官在已符

合法律程序后作出的决定，甚至视之为理所当然。 
 

即使我们必须承认，网民亦享有言论自由，亦有权评论个别案件，但与此同时，

我们亦应尊重法官享有独立幷在不受任何人干预下作出裁决的权利。 
 
这正好显示为何在这些时候，我们必须谨慎地在不同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以确

保我们的核心价值和信念，不会被淹没在繁多的未经过滤及未经审查的网络评论

中。律师会在这方面一直致力捍卫这些核心价值。在过去一年内，律师会曾两度

就社会上旨在攻击及威胁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不当抨击发表公开声明。 
 

话虽如此，我幷非建议大家不要使用科技。有时科技与人工智能的普及可能令人

产生错觉，误以为所有事情都被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它亦可以作为一个警号，提

醒我们法律界内有那些范畴也许已被影响、取舍或取代。 
 
 

结语 
 

总括来说，我呼吁各位法律界人士多留意必须作出的改变与必须紧守的价值之间

的角力。在维护我们的专业核心价值时，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多加留意，以识别可

以与不可以改变的事情；而正正是我们这种专业态度，令我们可以分辨对错。对

与错的定义或会随时间演变，但我们仍必须紧记那些是不能及不应改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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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未来必定会面临众多转变。首当其冲的，是在维护一国的利益，而同时捍

卫两制时必然继续面对的挑战。而全球化现象亦必然会继续为香港带来更多新机

遇与挑战──随着一带一路、大湾区、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订的经贸协议等社经

计划的落实，必会为香港引进更多人才、商品、生活模式及不同文化价值，意味

着我们将面临更多转变。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及自由开放市场，无可避免地要承

受「屈从转变」的压力。 
 

因此，在一个前所未有地急速的节奏下，社会的既有规范或将变成不当举止，而

今天的价值或会变成明天的负累。尽管如此，盼望在另一个 110 年后，我们的专

业核心价值仍能保持不变。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或者是第一位提出「只有改变

是永恒不变」的人，且让律师会身先士卒，验证「专业精神」也是永恒不变的。 
 

在此，让我们作为同一个专业的同业，携手面对来年的改变，以及致力调整我们

的思维，明白那些事情可以改变，及那些事情不可以改变。感谢各位细心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