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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605/04-05(02)號文件 
 

香港中文大學法律學院 

 

香港第三所法律學院的當然所在 

 中文大學是地區內頂尖的研究型綜合大學之一，在很多學科均表現傑
出，其中以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國和亞洲研究，享譽最隆。 

 

 發展法律教育和成立法律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的角色和使命不謀而

合。中大在經濟學、工商管理、社會學、政治與行政和政治學、中國

歷史、資訊科技與其他學科均提供非常優秀的教學和研究課程，對法

律學院履行其使命裨益甚大。 

 

創院宗旨 

 設在中文大學的新法律學院，目的是提供本科和研究院水平的常規與

專業法律教育，以及透過研究及其他活動，增進了解香港與不同地方

的法律、法律專業和法律制度的發展；而達到目標之餘，亦為法律的

教育與發展注入鮮明的特色及處理方法，使地區內法律研究的內容更

豐富，範圍更廣闊。 

 

 法律學院的教學與研究會考慮下列情況：法律和商業運作日趨國際化

的要求；香港作為國際商業、貿易與金融中心的獨特地位；較大社群

的需要，以及香港作為中國特別行政區的地位及實踐一套新穎憲法制

度之地的需要。 

 

 法律學院的宗旨，包括著眼於了解法律在作為建立及處理關係；執行

政策；解決糾紛；促進整體社群及社群內個人與利益相關者的福祉的

工具時，所具有的獨特的適合性和素質；因此，學生將會學習法律和

法律程序的關係與其他達到期望目標的方法，以及如何結合這些方法

來應用法律。 

 

目標 

 學院的目標之一是為學生提供以法律為專業所需的技能訓練，並培養

學生的方向感，使他們在執業時能夠適應不斷轉變的環境，在不同的

法律範疇內均能應付裕如；學院亦會讓學生接觸香港、中國、亞洲太

平洋區，以至世界各地不同的法律傳統，以擴闊他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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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目標是為不打算執業的法律學生（香港和其他地方都越來越多

這類學生）提供嚴格的知識與道德教育，使他們能夠在政府、商業、

金融、社會或公共機構擔當要職 
1
。  

 

 第三個目標是以主動性教學與研究計劃和中國大陸建立緊密學術聯

繫。學院本質上是一所香港的學府，著意發展出國際特色，與整個地

區特別是中國大陸的法律學院和研究中心建立緊密的關係。 

 

法律學院的特色  

中文大學致力提供優質法律教育，藉以提高法律執業者的水準，所以將來

獲法律學院錄取的，都是對法律有興趣的最優秀學生，學院並會革新法律

的教學，以及結合大學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實力，在一個寬廣的社會

文化環境裡，令法律課程更加豐富。法律學院會透過對教學環境的處理、

開設的課程和對研究的重視及取向建立其形象。  
 

教與學的原則  

 學院的整體教學原則是鼓勵師生探索現代法律規則背後的價值觀、目

的和政策，並比較側重對可轉移技能的掌握，這不是單純以識別現行

法則所做得到的。  
 

 學院會協助學生主動建立社群連繫，作為他們所受教育的其中一個重

心，並且鼓勵他們承擔與公眾利益相關的工作，以擴闊視野和更好服

務本地社群。學院重任之一是積極促進公民受憲法賦予的司法公正權。 
 

 主動學習的環境，效果清楚明確。學生得以掌握到法律專業和一般的

能力（包括收集和評估事實、清晰溝通、代言辯護、寫作、草擬、提

出建議，以及商議條件）。  
 

 每項課程均制訂總能力模式，學生按之循序漸進學習（包括收集事實、

法律分析、訪談、寫作、公開演說和提出建議的技巧）。學院會利用不

同的評估機制，準確反映各科目的相關學習目標是否已經達到。評估

方法將設計至（ i）可激發學習，（ i i）量度學習的有效程度和（ iii）素
質保證。  

 
 
 

                                                 
1 首席法官在一九九九年法律年度開幕典禮演辭內強調法律教育的這個重點：「對於日後投身法律專業的

人士，這個學位［法律學士］必不可少。另一方面，這學位對於投身其他行業包括公共服務或金融事務

的人也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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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學院的法學士課程不會局限於法律科目。學院將會秉持校方對通識教

育的重視。中文大學獨特的書院制度和深厚的通識教育傳統，成功培

養出為大學同人認同的文化，即視通識教育為擴闊學生視野，磨鍊學

生嚴謹分析思考能力的大學教育不可或缺的一環。  
 

 學院的課程會著重本地和地區內的需要而設計，全面顧及香港作為國
際金融中心的獨特地位，以及在大中華經濟體系內的角色。  

 
 學院認識到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大部分市民並不參與國際金融活

動，但所有人都希望有穩定的法律秩序，所有人都享有法律權利與保

障，這些權利和保障是需要捍衛和支持的，也有很多人需要律師協助

解決問題。學院會在這方面積極推廣與公眾利益相關的法律。課程內

最少會有一項必修科，讓學生有機會了解社群需要和在維持法治下的

個人權利與責任。  
 

研究  

 卓越教學以外，學院將積極開展研究，在教師和學生中培育濃厚的跨
學科研究的文化與合作，尤其著重法律的應用研究、轉變和執行。  

 
 學院將推展與中國內地夥伴機構的合作研究，以期發展大陸法與普通

法傳統相互影響下所衍生的理論，目標為以扎實的經驗資料作長遠發

展和建立實力的基礎。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具有豐富的中國法律研究資源，收藏了各種當代中

國的第一手資料，庋藏的規模和使用的方便，著稱於國際中國研究學

術圈。單在中國法律方面，便有法律文件的案卷匯編 1,073 套、年鑒

98 種、法律期刊 161 種，以及關於法律的專門報刊 57 種。 

 

學院架構和師資 

 大學成立了法律學院的執行委員會，由楊鐵樑爵士出任主席，以取代

院長履行職責，並協助學院在成長期內引入大學優秀的雙語文化。 

 

 大學亦成立了法律學教育諮詢委員會，就學院的學術計劃提供建議，

包括課程設計、教學、研究及合作聯繫。委員會由 Professor Sir David 

Williams, QC 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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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亦得助於由梁定邦博士領導的籌備委員會，其成員包括香港律師

會和香港大律師公會的代表。 

 

 大學在全球甄選領導學院的資深教學人員，經籌備委員會的推薦及一

系列嚴謹的程序，大學聘任華威大學的 Professor Mike McConville 為首

位講座教授及主任（候任）。  
 

 大學目前正在招聘學院的核心教學隊伍，協助主任籌備初步的學術課
程及相關活動，預計八位主力教師將於二零零五年九月到任。學院成

立初期，教師人數規劃約為廿五至三十人；到發展成熟時，教師編制

預計達至五十人。  
 

法律學院首辦的課程 

學院將開辦下列課程： 

2006 至 2007 學年  

 四年制法學士學位課程（LLB）  

 法律博士學位課程（JD）（全日制及兼讀制） 

 法學碩士學位課程（LLM）（中國商業及法律、國際經濟法和普通法） 

 

2007 至 2008 學年：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PCLL）（全日制及兼讀制） 

 

學院會因應發展而開辦研究式學位、雙學位和聯合學位等課程。 

 

圖書館 

大學已特別增加法律藏書以支援學院，在 2005 至 2006 學年將購入 6000 冊

法律專書，而由 2006 至 2010 年間，每年會添購 3000 冊。此外，大學圖書

館已陸續訂購法律期刊，並會加強法律電子資料庫。 

 

院址 

隨著首批學生入學，學院將在校園中部的蒙民偉樓佔用兩層樓，總面積約

1,355 平方米。學院新院址的設施將包括模擬法庭、多用途教室與研討室、

專用電腦、閱讀和會議室等，預期數年內即可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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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支持 

大學非常感激各方的支持：利國偉博士和李福善博士慷慨捐資設立兩個法

律學講座教授席；陳志海資深大律師捐贈 5 百萬港元購買法律書籍；關祖

堯律師事務所捐贈逾千冊法律案例和參考書；徐嘉儉律師贈與 1,719 冊法

律案例和藏書；年利達律師事務所贈與整套《香港法例》；以及潘國柱校

友伉儷捐贈 500,000 港元設立學生獎學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