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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is paper informs Members of the outcome of the 
consultation exercise on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in legislation, and the view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he preferred Chinese equivalents.   
 
 
Background 
 
2. The Official Languages (Alteration of Text under Section 
4D)(Miscellaneous) Order 2007 (L.N. 136 of 2007) (“Order”) was 
made under section 4D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rdinance (Cap. 5).  
It made formal alterations to the Chinese text of various items of 
legislation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 
number of English words, expressions and phrases.  Part 2 of the 
Order sought to standardize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the words 
“advocacy” and “advocate” in various items of legislation by 
substituting “訟辯” and “訟辯人” for other Chinese equivalents in 
those legislation.1   
 
3. The Order wa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4 July 
2007 and a Subcommittee was formed to study the Order.  At its 
meeting on 26 July, the Subcommittee took the view that as the words 
“advocacy” and “advocate” relate to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work 
of legal practitioners, the relevant bodies in the legal field should be 
consulted before a decision is made regarding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the words. The Department agreed to carry out a consultation 
exercise for this purpose.   
 
4. To allow sufficient time for consultation and in order not to 
delay the coming into operation of the other amendments made under 

                                                 
1  Part 2 of the Order only sought to standardize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in legislation to “訟辯” and “訟辯人” where the words 
are used in a context relating to legal proceedings, the legal profession or the work of 
legal practitioners.  That part did not deal with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where the words are used in a different context.  See 
footnote 1 to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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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er, the Subcommittee suggested that Part 2 of the Order, which 
dealt with amendment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dvocate” and “advocacy”, be repealed.  A resolution to repeal Part 2 
of the Order was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7 October 
2007. 
 
 
Consultation exercise 
 
5. The Department prepared a consultation paper on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the words “advocacy” and “advocate”. The 
paper set 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ultation exercise, the Chinese 
renditions for the words quoted in various dictionaries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dopted by the Department when formulating the Chinese 
equivalent for an English term.  The paper also compared the different 
Chinese equivalents adopted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in various 
items of legislation.  As only Chinese linguistic issues were involved, 
the paper was in Chinese only.  A copy of the paper is in Annex 1.   
 
6. The consultation paper was sent to various parties in the 
legal field in mid-October 2007 and a full list of the parties to whom 
the paper was sent is in Annex 2.  The paper was also post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Department and accessible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It was mentioned in both the consultation paper and the related notice 
on the website of the Department that interested parties or persons 
may send their views on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the two words on 
or before 31 December 2007. 
 
7. The Department received 4 responses o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A summary of the responses received is at Annex 3. 
 
 
Preferred Chinese equivalent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8. After reviewing the different Chinese equivalents adopted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in various items of legislation and the 
responses received o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t appears that “訟辯” 
and “訟辯人”, as originally proposed in the Order, are the preferred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the two words.  The reasons are set out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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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cy 
 
9. The literal meaning of “訟辯” broadly reflects the meaning 
of “advocacy”.2  
 
10. “ 訟辯 ” is widely used a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for 
“advocacy” in the legal field, for example in speeches of judges, press 
releases, speeches and reports of professional bodies, course 
pamphlets of law schools and promotion materials of solicitors’ 
firms.3 
 
11.  The majority of the views we received are generally in 
support of adopting “訟辯” a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for “advocacy”.4  
 
12.  It was suggested in one of the responses received that 
“advocacy” mainly refers to representation at court hearing but “訟辯” 
does not highlight this aspect.  The Department does not consider this 
to be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not adopting “訟辯”.    
 

(a) The work of an “advocate” is not limited to representation at 
court hearings but also includes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giving advice on legal issues and preparing documents in 
court proceedings.  Other Chinese equivalents  like “出庭代

訟 ” and “ 出庭代言 ”, which highlight the aspect of 
representation at court hearings, may not be able to cover 
these concepts.5   

 
(b) The meaning of a word appearing in a provision in 

legislation should not be viewed in isolation, but should be 
decided by reference to its context.  As explained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where a word carries different meanings 
but the differences do not justify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Chinese equivalents, the Department would prefer a Chinese 
equivalent that has a broader meaning to allow the context to 
bring ou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s used in a particular 
provision.6  For example, in a number of provisions the word 
“advocacy” is followed by phrases such as “in a court” or “in 

                                                 
2  See para.5 and para.14.1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3  See para.14.3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4  See Annex 3.  
5  See para.18.2 and para.22.1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6  See para.9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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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t”.7  There is no ambiguity that “訟辯” in those 
provisions relates to representation at court hearings.       

 
13.  The Department has reconsidered the other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dvocacy” used in legislation, including “代訟”, “出
庭代訟” and “代言”, but has decided against adopting any of them as 
the standardised Chinese equivalent for the reasons set out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8      
 
 
Advocate 
 
14.  The literal meaning of “訟辯人” broadly reflects the work of 
an “advocate”.9  
 
15.  In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advocacy” is treated as a 
derivative of “advocate”.10  If “訟辯” is regarded as an appropriate  
Chinese equivalent for “advocacy”, it is appropriate to adopt a cognate 
expression “訟辯人” a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for “advocate”.      
 
16.  The majority of the views we received are generally in 
support of adopting “ 訟 辯 人 ” a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for 
“advocate”.11 

 
17.  The Department has reconsidered the other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dvocate” used in legislation, including “代訟人”, 
“出庭代訟人”, “代言人” and “出庭代言人”, but has decided against 
adopting any of them as the standardised Chinese equivalent for the 
reasons set out in the consultation paper.12 
 
 
 
 
 
 

                                                 
7  See para. 18.3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8  See para.16, 18 and 20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9  See para.15.1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10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tenth (revise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  
11  See Annex 3. 
12  See para.17, 19, 21 and 22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 Ann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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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al 
 
18.  The Department proposes to adopt “訟辯” and “訟辯人” as 
the standardized Chinese equivalent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in 
legislation where the words are used in a context relating to legal 
proceedings, the legal profession or the work of legal practitioners.  
The Department also proposes to make a new order under section 4D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rdinance (Cap. 5) to standardize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the words appearing in the provisions 
originally covered by Part 2 of the Order.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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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背景及目的 

 

1. 現行法例的英文文本中，若干關於法律執業或司法人員資格或訴訟事宜

的條文均載有“advocacy”、“advocate”及“advocates”等字。雖然

“advocacy”或“advocate”在有關條文中的涵義大致相同，13此二字卻有多

個不同的中文對應詞見諸法例中文文本之中(見附件 1)。 

 

2. “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包括“訟辯”、“代訟”及“出庭代訟”。

“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則包括“訟辯人”、“代訟人”、“出庭代訟

人”、“代言人”及“出庭代言人”。雖然上述各中文對應詞在有關條文中均

能配合文意，反映其英文字的涵義，但就同一英文字採用不同的中文對應詞，

始終不符用語一致的原則，亦容易引致不同的詮釋。 

 

3.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在考慮各不同對應詞後，建議統一採用“訟辯”及“訟

辯人”為“advocacy”及“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並在《2007 年法定語

文(根據第 4D 條修改文本)(雜項)令》(2007 年第 136 號法律公告)建議將

“advocacy”的其他中文對應詞(包括“代訟”及“出庭代訟”)代以“訟

辯”，及將“advocate”的其他中文對應詞(包括“代訟人”、“出庭代訟

人”、“代言人”及“出庭代言人”)代以“訟辯人”。 

 

4. 其後立法會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該命令，委員會於 2007 年 7 月 26 日舉

行了會議，認為在決定採納哪一個詞為“advocacy”及“advocate”的中文對

應詞時，應先徵詢法律界有關各方的意見，以找出一個既能反映“advocacy”

及“advocate”的涵義，又為各方接受的版本。本文件探討了“advocacy”及

“advocate”的涵義，並比較此二字的不同中文對應詞，供有關各方在考慮各

中文對應詞時作參考。 

 

                                                 
13 《聯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例》(第 575 章)第 2(1)條及《截取通訊及監察條例》(第 589 章)第 2(7)條

的英文文本均載有“advocacy＂一字。該字在該兩條條文中的涵義明顯與訴訟事務中

“advocacy＂的涵義不同。本文件不會討論“advocacy＂在該兩條條文的中文對應詞(即“宣揚＂

及“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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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cy”及“advocate”的涵義 

 

5. 在 Black’s Law Dictionary 中，“advocacy”詞條下所載的相關涵

義是“The work or profession of an advocate”。 

 

6. “ Advocate ” 詞 條 下 所 載 的 涵 義 是 “ 1. A person who assists, 

defends, pleads, or prosecutes for another. …… 2. Civil & Scots 

law. A barrister; specif.,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of Advocates 

(the Scottish counterpart of a barrister)……”。14 

 

7. 由此可知，“advocacy”指“advocate”的工作或專業。“Advocate”

則可泛指代他人辯護、陳詞或檢舉的人，亦是一個專有名詞，指在大陸法或蘇

格蘭法律制度中從事大律師工作的人。 

 

8. “Advocate”的兩個涵義在不同條文中均有採納。例如在《高等法院條

例》(第 4 章)第 9 條中，“advocate”是指在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有資格從事

大律師工作的人。在《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 7 章 )第 4 條中，

“ advocate ” 則 指 代 表 有 關 人 士 在 土 地 審 裁 處 作 出 陳 述 的 人 。 由 於

“advocate”所指的兩類人士的作為或工作的性質類同，故我們認為無需就

“advocate”的兩個涵義訂立不同對應詞。 

 

一般原則 

 

9. 在敲定法例中英文字詞的中文對應字詞時，我們首要考慮該英文字的涵

義。 理想是找到既能清晰準確反映該英文字的涵義，又用字淺白，能望文知

義的中文對應詞。如有關字詞有多項相關涵義，但又無需為該等相關涵義分別

選用不同中文對應詞，我們會盡量採用涵蓋面較廣的中文詞語，由有關條文的

語境彰顯該詞在該條文的涵義。此外，我們也要考慮香港的習用語，對於專業

術語，則更需要考慮有關專業的現行用語習慣及詞彙。 

 

                                                 
14  Black’s  Law Dict ionary ,  8 t h  edi t ion (St .  Paul  :  West ,  2004) ,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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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提供的中文譯詞 

 

10. 在決定“advocacy”及“advocate”在法例條文中的中文對應詞時，我

們考慮了詞典提供的現有中文譯詞(見附件 2)，但該等譯詞均不適合作為

“advocacy”及“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 

 

11. 例如在《英漢法律詞典》中，“advocacy”詞條下的譯詞包括“辯

護”、“支持”、“擁護”、“提倡”及“辯護術”。在各項譯詞中，“辯

護”一詞的涵義只能涵蓋“advocate”代他人辯護的工作，而不能涵蓋辯護以

外的其他工作(如代表原告人陳詞)。“辯護術”則單指辯護的技巧及方法。而

“支持”、“擁護”及“提倡”的意思明顯與本文件所探討“advocacy”的涵

義不同，故亦不適合作為“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 

 

12. 在該詞典中，“advocate”詞條下的譯詞包括“(出庭)辯護人”、“(法

國、蘇格蘭等地的)律師”、“諮詢人”、“鼓吹”、“提倡”及“擁護

”。15參考第 11 段的分析，“辯護人”、“諮詢人”、“鼓吹”、“提倡

”及“擁護”均不適合作為“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律師”一詞則

與 “ solicitor ” 的 中 文 對 應 詞 一 樣 ， 會 引 起 混 淆 ， 亦 不 適 合 作 為

“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 

 

法例條文中不同中文對應詞的比較 

 

13. 由於詞典提供的現有中文譯詞未能反映“advocacy”及“advocate”的

涵 義 ， 法 律 界 對 該 二 字 又 沒 有 統 一 的 中 文 對 應 詞 ， 故 現 行 法 例 條 文 中

“advocacy”及“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均是我們參照該二字的意思配搭

的。以下我們會比較各對應詞的涵義及應用。 

 

“訟辯”及“訟辯人” 

 

14. 訟辯 

 

14.1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訟”詞條下所載的涵義是“在法庭上爭辯是非

曲直；打官司”及“爭辯是非”。“辯”詞條下所載的涵義是“辯解；辯

論”。16“訟辯”的字面意思指在官司、訴訟中進行爭辯、辯論，亦可一般指爭

辯是非曲直。該詞大致能反映“advocate”的一般工作，但沒有指出有關爭辯

及辯論工作是否代表他人作出。 

                                                 
15  《英漢法律詞典》(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 年)，頁 29。 
16  《現代漢語詞典》(北京︰商務印書館，2005 年)，頁 1297 及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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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載有“advocacy”一字的 8 項條文(見附件 1)中，共有 3 項以“訟辯”

為中文對應詞。 

 

14.3 我們就“訟辯”一詞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尋。該詞除見於香港法例條文及

香港政府網頁中的相關資料(例如介紹有關法規或政策的資料及工作報告)外，

亦見於香港司法機構網頁(例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演辭)、大律師公會網頁(例

如新聞公布及公會主席的演辭)、律師會網頁(例如報告書)、各法律學院的網頁

(例如課程簡介)及一些律師事務所的網頁(例如業務及律師的履歷簡介)。我們

亦注意到 The Advocacy Institute of Hong Kong 的中文名稱為“香港訟辯

學會”。 

 

15. 訟辯人 

 

15.1 “訟辯人”的字面意思指專職或擅長在官司、訴訟中進行爭辯、辯論的

人，亦可一般指爭辯是非曲直的人。該詞沒有特別指出有關“訟辯人”是否代

表他人爭辯。 

 

15.2 載有“advocate”或“advocates”等字的 31 項條文(見附件 1)中，共

有 10 項以“訟辯人”為中文對應詞。 

 

15.3 我們就“訟辯人”一詞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尋。大部分搜尋結果均見於香

港法例條文及香港政府網頁中的相關資料(例如介紹有關法規或政策的資料)。

雖然司法機構及大律師公會的文件中有採用“訟辯”為“advocacy”的中文對

應詞，該等文件卻沒有採用“訟辯人”為“advocate”的對應詞，而採用了

“代訟人”及“訟辯律師”等字詞。17 

                                                 
17 例如 2001 年度法律年度開幕典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演辭引用了“訟辯律師＂為“advocate＂的中

文對應詞。2007 年度法律年度開幕典禮大律師公會主席的致辭引用了“代訟人＂及“訟辯律師＂為

“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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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訟”及“代訟人” 

 

16. 代訟 

 

16.1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代”詞條下所載的涵義是“代替”及“代

理”。18“代訟”的字面意思指替代或代理他人進行訴訟或爭辯是非曲直。與

“訟辯”一詞相比，“代訟”清晰說明有關訴訟或爭辯是代他人進行的。 

 

16.2 不過“代訟”所涵蓋的意思似較“advocacy”更廣。例如父母以訴訟監

護人(guardian ad litem)身分代其未成年子女提出法律程序，則父母在該情

況下可算為子女“代訟”。又例如在訴訟中代表客戶行事(包括向大律師發出指

示 ) 的 律 師 (solicitor) 亦 算 是 代 客 戶 進 行 訴 訟 ， 為 客 戶 “ 代 訟 ” ， 但

“advocacy”在各法例條文中的意思是指在訴訟中代他人進行陳述、爭辯或辯

論，明顯不涵蓋父母或律師在上述情況下的作為。與“訟辯”一詞相比，“代

訟”沒有清晰指出“advocacy”側重爭辯及辯論的元素。 

 

16.3 載有“advocacy”一字的 8 項條文(見附件 1)中，共有 3 項以“代訟”

為中文對應詞。 

 

16.4 我們就“代訟”一詞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尋。從搜尋結果看來，“訟辯”

一詞較“代訟”獲普遍使用。“代訟”一詞主要見於香港法例條文。搜尋結果

顯示司法機構、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及法律學院的網頁資料均沒有採用“代

訟”為“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 

 

17. 代訟人 

 

17.1 “代訟人”一詞的字面意思指替代或代理他人進行訴訟或爭辯是非曲直的

人。和“訟辯人”相比，“代訟人”清晰說明有關訴訟或爭辯是代他人進行

的。 

 

17.2 參考第 16 段關於“代訟”的分析，“代訟人”所涵蓋的意思似較

“advocate”更廣，例如以訴訟監護人身分代其未成年子女提出法律程序的父

母可算是子女的代訟人，在訴訟中代表客戶行事(包括向大律師發出指示)的律

師亦符合“代訟人”的意思，但“advocate”在各法例條文中的意思明顯不涵

蓋父母或律師在上述情況下擔任的角色。與“訟辯人”一詞相比，“代訟人”

沒有清晰指出“advocate”的工作側重爭辯及辯論的元素。 

 

                                                 
18  《現代漢語詞典》，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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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載有“advocate”或“advocates”等字的 31 項條文(見附件 1)中，共

有兩項以“代訟人”為中文對應詞。 

 

17.4 我們就“代訟人”一詞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尋。搜尋結果顯示雖然“訟

辯”一詞較“代訟”普遍，但與“訟辯人”相比，“代訟人”卻在更多網頁資

料中用作“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除見於香港法例條文及香港政府網頁中

的相關資料(例如諮詢文件及介紹有關法規或政策的資料)外，司法機構網頁(例

如案件判辭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演辭)、大律師公會網頁(例如新聞公布及公

會主席的演辭)及一些公司及律師事務所的網頁(例如管理層及律師的履歷簡介)

亦有使用“代訟人”為“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 

 

“出庭代訟”及“出庭代訟人” 

 

18. 出庭代訟 

 

18.1 這字詞在“代訟”之前加上“出庭”二字。“出庭代訟”的字面意思指在

訟庭上代他人進行訴訟或在訟庭上代他人爭辯的作為。 

 

18.2 “出庭”二字指明了進行“代訟”的地方，收窄了“代訟”所涵蓋的意

思。一方面，“出庭”二字豁除了一些不屬“advocate”工作範圍的“代訟”

(例如律師在訴訟中代表客戶安排送達訴訟文書及向大律師發出指示)。另一方

面，由於指明了進行“代訟”的地方，“出庭代訟”的字面意思便不涵蓋

“advocate”在訟庭以外進行的工作(例如在訴訟過程中撰寫狀書或答辯書，或

提供法律意見)。 

 

18.3 部 分 載 有 “ advocacy ” 一 字 的 條 文 已 清 晰 說 明 在 有 關 條 文 中 ，

“advocacy”是在訟庭內進行的(例如“advocacy in a court”)。19在這些

條文中，即使“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沒有“出庭”二字，文意亦能清楚顯

示進行有關“代訟”工作的地方。 

 

18.4 載有“advocacy”一字的 8 項條文(見附件 1)中，共有兩項以“出庭代

訟”為中文對應詞。 

 

18.5 我們就“出庭代訟”一詞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尋。該詞除見於香港法例條

文及香港政府網頁中的相關資料(例如介紹有關法規或政策的資料)外，大律師

                                                 
19  《法律執業條例》(第 159 章)第 27(4)(b)條、《大律師(資格)規則》(第 159 章，附屬法例 E)第 10 及

12(1)條及《區域法院條例》(第 336 章)第 87(d)條載有“advocacy in a court＂、“advocacy in court＂
或“advocacy in the Court＂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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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網頁及一些公司及律師事務所的網頁(例如業務、管理層及律師的履歷簡介)

亦有使用“出庭代訟”為“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從搜尋結果看來，“訟

辯”一詞較“出庭代訟”普遍。 

 

19. 出庭代訟人 

 

19.1 “出庭代訟人”的字面意思指在訟庭上代他人進行訴訟或在訟庭上代他人

爭辯的人。 

 

19.2 參考第 18 段關於“出庭代訟”的分析，“出庭”二字指明了“代訟人”

進行“代訟”的地方，豁除了一些不符合“advocate”工作的角色(例如律師在

訴訟中代表客戶安排送達訴訟文書及向大律師發出指示的角色)。另一方面，由

於指明了進行“代訟”的地方，“出庭代訟人”的字面意思便未能涵蓋

“advocate”在訟庭以外進行的工作(例如在訴訟過程中撰寫狀書或答辯書，或

提供法律意見)。 

 

19.3 部 分 載 有 “ advocate ” 一 字 的 條 文 清 晰 說 明 在 有 關 條 文 中 ，

“ advocate ” 的 有 關 工 作 是 在 訟 庭 內 進 行 的 。 20 在 這 些 條 文 中 ， 即 使

“ advocate ” 的 中 文 對 應 詞 沒 有 “ 出 庭 ” 二 字 ， 文 意 亦 能 清 楚 顯 示

“advocate”的“出庭”工作。 

 

19.4 載有“advocate”或“advocates”等字的 31 項條文(見附件 1)中，共

有 16 項以“出庭代訟人”為中文對應詞。 

                                                 
20  例如《裁判官條例》(第 227 章)第 2 條中“代表律師＂的定義提述該詞指“… advocate … having the 

right of audience before any court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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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我們就“出庭代訟人”一詞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尋。該詞除見於香港法例

條文及香港政府網頁中的相關資料(例如諮詢文件、介紹有關法規或政策的資料)

外，司法機構網頁(例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演辭)及一些公司及律師事務所的

網頁(例如管理層及律師的履歷簡介)亦有使用“出庭代訟人”為“advocate”

的中文對應詞。 

 

“代言”、“代言人”及“出庭代言人” 

 

20. 代言 

 

 現行法例中沒有任何條文以“代言”為“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 

 

21. 代言人 

 

21.1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代言人”指代表某方面(階級、集團等)發表言

論的人。21不過這字詞並沒有指出代言的目的或重點，因此“代言人”一詞不能

清晰帶出“advocate”的工作主要是代他人爭辯或在訴訟中進行爭辯或辯論。

此外“代言人”一詞現廣泛用於商業宣傳活動，對一般人來說，“代言人”一

詞可能僅指宣傳某產品的知名人士。 

 

21.2 載有“advocate”或“advocates”等字的 31 項條文(見附件 1)中，共

有兩項以“代言人”為中文對應詞。 

 

21.3 我們就“代言人”一詞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尋，搜尋結果接近 2,000,000

項。首 200 項均與商業及影視娛樂宣傳有關。 

 

22. 出庭代言人 

 

22.1 “出庭代言人”的字面意思指在訟庭上代表他人發表言論的人。這字詞雖

指明了“代言人”須在訟庭內進行“代言”的工作，縮窄了“代言人”一詞所

涵蓋的範圍，但同樣沒有指出代言的目的或重點，不能清晰帶出“advocate”

的工作主要是代他人爭辯或在訴訟中進行爭辯或辯論。這詞亦未能涵蓋

“advocate”在訟庭以外進行的工作(例如在訴訟過程中撰寫狀書或答辯書，或

提供法律意見)。 

 

22.2 第 21 段中關於“代言人”一詞容易使人聯想到商業宣傳活動的分析亦適

用於這中文對應詞。 

                                                 
21  《現代漢語詞典》，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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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載有“advocate”或“advocates”等字的 31 項條文(見附件 1)中，僅

有一項條文以“出庭代言人”為中文對應詞。 

 

22.4 我們就“出庭代言人”一詞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尋。其中大部分為香港法

例條文及香港政府網頁中的相關資料(例如介紹有關法規或政策的資料)。搜尋

結果顯示司法機構、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及律師事務所的網頁均沒有使用“出

庭代言人”為“advocate”的中文對應詞。 

 

總結 

 

23. 現行法例中“advocacy”及“advocate”二字有多個不同中文對應詞，

不符用語一致的原則，亦容易引致有關條文的詮釋歧義。我們希望統一此二字

的中文對應詞。 

 

24. 我們誠邀法律界有關各方對“advocacy”及“advocate”的現有中文對

應詞提出意見，亦歡迎各方就該二字提出新的對應詞。我們會將收到的意見綜

合及整理，再提交予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希望各方能踴躍提供

意見。 

 

25. 有關意見可於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透過下述方法傳送給我們。 

 

電郵︰ldd@doj.gov.hk 

傳真︰2869 1302 

郵寄︰香港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8 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 

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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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advocacy”及“advocate(s)”在法例條文中的中文對應詞 

 

“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為“訟辯” 

《大律師(認許資格及實習)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AC)第5(2)(e)(iii)條 

《大律師(認許資格及實習)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AC)第16(1)條 

《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87(d)條 

 

 

“advocate(s)”的中文對應詞為“訟辯人” 

《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9條 

《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37AA條 

《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7章)第4(3)條 

《勞資審裁處條例》(第25章)第4A(1)條 

《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5AA條 

《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5AB條 

《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5(1)條 

《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14AA(1)條 

《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第338章)第4AA(1)條 

《死因裁判官條例》(第504章)第3AA(1)條 

 

 

“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為“代訟” 

《法律執業條例》(第159章)第27(4)(b)條 

《大律師(資格)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E)第10條 

《大律師(資格)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E)第12(1)條 

 

 

“advocate(s)”的中文對應詞為“代訟人” 

《國際組織及外交特權條例》(第190章)第4(1)條 

《聯合國》(第190章，附屬法例H)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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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cy”的中文對應詞為“出庭代訟” 

《認許及註冊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B)附表表格4中的聲明(a)部第7(7)段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第221章，附屬法例D)第21條 

 

 

“advocate(s)”的中文對應詞為“出庭代訟人” 

《高等法院規則》(第4章，附屬法例A)第62號命令第1(1)條規則 

《高等法院規則》(第4章，附屬法例A)第75號命令第30(3)(d)條規則 

《法律執業條例》(第159章)第2(1)條 

《法律執業條例》(第159章)第31(1)(c)條 

《法律執業條例》(第159章)第31A條 

《法律執業條例》(第159章)第74C(i)條 

《認許及註冊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B)附表表格3及5 

《大律師(資格)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E)第2條 

《大律師(資格)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E)第2A條 

《大律師(資格)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E)第9(4)條 

《實習律師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J)第20(1)(b)條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54(1)條中的但書(f)(ii)段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第221章，附屬法例D)第21(1)條 

《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15(1)(c)條 

《區域法院規則》(第336章，附屬法例H)第62號命令第1(1)條規則 

《1997年法律服務立法(雜項修訂)條例》(1997年第94號)附表2第2(1)(b)條 

 

 

“advocate(s)”的中文對應詞為“代言人”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7章)第4(5)條 

《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2條 

 

 

“advocate(s)”的中文對應詞為“出庭代言人” 

《1995年服務提供(隱含條款)(豁免)令》(第457章，附屬法例A)第1(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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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詞典提供的中文譯詞 

 

 

 

詞典 

“advocacy”的 

中文譯詞 

“advocate”的 

中文譯詞 

 

法律詞典   

《英漢法律辭典新編》 — 出庭辯論之律師 

( 香港： Michael Stevenson 

Limited，1979 年)，頁 11 

 

  

《英漢．漢英香港法律詞滙》 

( 香 港 ： 商 務 印 書 館 ， 1992

年)，頁 10 

 

— 出庭辯護之律師 

《英漢法律詞滙大全》 

( 山 西 經 濟 出 版 社 ， 1995

年)，頁 40 

擁護；贊同；支持 辯 護  ； 贊 同

；支持 

   

《商業法律英漢詞典》 — 出庭辯護人 

( 香 港 ： 商 務 印 書 館 ， 1996

年)，頁 12 

  

   

《英漢法律大詞典》 

( 香 港 ： 商 務 印 書 館 ， 1998

年)，頁 12 

— 辯護律師；辯護

人 

   

《英漢 – 漢英雙向法律詞典》 

( 北 京 ： 中 國 政 法 大 學 出 版

社，1998 年)，頁 14 

 

— 辯護律師；辯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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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 

“advocacy”的 

中文譯詞 

“advocate”的 

中文譯詞 

 

《英漢法律詞典》 

( 北 京 ： 法 律 出 版 社 ， 1998

年)，頁 29 

辯 護 ； 支 持 ； 擁

護；提倡；辯護術 

(出庭)辯護人；

(法國、蘇格蘭等

地的)律師；諮詢

人；鼓吹；提

倡；擁護 

 

《英語雙向法律詞典》 

( 上 海 ： 上 海 交 通 大 學 出 版

社，2002 年)，頁 29 

 

— 辯護律師；辯護

人；律師 

   

一般詞典   

《綜合英漢大辭典》 

( 香 港 ： 商 務 印 書 館 ， 1948

年)，頁 20 

辯 護 ； 擁 護 ； 唱

道；主張 

辯 護 士 ； 代 言

人；擁護；主

張 

 

《英漢大學詞典》 

( 北 京 ： 科 學 普 及 出 版 社 ，

1986 年)，頁 33 

 

提倡；主張；辯護 辯 護 人 ； 提 倡

；主張；擁

護 

《新英漢詞典》 

( 香 港 ： 三 聯 書 店 ， 1987

年)，頁 17 

辯護；擁護；提倡 辯護；(法國、

蘇格蘭等地的)律

師；鼓吹；擁

護；提倡 

 

《英漢辭海》 

( 北 京 ： 國 防 工 業 出 版 社 ，

1987 年)，頁 75 

— 辯 護  ； 辯 護

人；鼓吹；提

倡；擁護；

贊助 

 

《新遠東英漢辭典》 

(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8

年)，頁 22 

 

— 辯護；律師；

提倡；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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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 

“advocacy”的 

中文譯詞 

“advocate”的 

中文譯詞 

 

《新編英漢四用詞典》 

( 上 海 ： 知 識 出 版 社 ， 1990

年)，頁 27 

 

辯護；擁護；提倡 辯 護  ； 鼓 吹

；提倡 

《現代英漢詞典》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

社，1990 年)，頁 11 

 

擁護；提倡；主張 辯護律師；擁護

；提倡 

《 新英漢漢英詞典》 

( 北 京 ： 旅 遊 教 育 出 版 社 ，

1993 年)，頁 11 

 

擁護；提倡；主張 辯護律師；擁護

；提倡 

《英華大詞典》 

( 香 港 ： 商 務 印 書 館 ， 2001

年)，頁 22 

擁 護 ； 鼓 吹 ； 主

張；辯護 

擁 護  ； 鼓 吹

；提倡；律

師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 

( 香 港 ：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2004 年)，頁 27 

(對某思想、行動

方針、信念的)擁

護，支持，提倡；

(律師)出庭辯護；

律師的工作 

 

擁 護  ； 支 持

；提倡；辯

護律師；辯護人 

 

《遠東英漢大辭典》 

(台北：遠東圖書公司，2007

年)，頁 38 

 

辯 護 ； 主 張 ； 擁

護；提倡 

辯護；律師；

提 倡  ； 擁 護

；替人說情 

《英漢大詞典》 

( 上 海 ： 上 海 譯 文 出 版 社 ，

2007 年)，頁 28 

擁 護 ； 提 倡 ； 主

張 ； 辯 護 ； 辯 護

業；辯護術 

擁 護  ； 提 倡

；辯護；律

師 

 
 

 

 

 



 

 

Annex 2 
 

List of Parties to whom the consultation paper was sent 
 

 
Judiciary,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law schools 
 
The Judiciary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Law,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Law,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Hon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Hon Margaret Ng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Li Kwok-ying, MH, JP 
Hon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Hon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Hon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Hon Emily Lau Wai-hing, JP 
Hon Choy So Yuk, JP 

 
 Other members with legal qualifications: 

Hon Albert Ho Chun-yan 
Hon Andrew Cheng Kar-foo 
Hon Alan Leong Kah-kit, SC 
Hon Ronny Tong Ka-wah, SC 
Hon Kwong Chi-kin 

 
 
 
 
 
 
 



 

Annex 3 
 

Responses received o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The Department has received 4 responses o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The 
responses ar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1. Miss Ho (individual) 
 
1.1 Miss Ho proposed the use of “出庭代訟” and “出庭代訟人” as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1.2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 
 

1.2.1 The work of an advocate is to make submissions at court 
hearings. 

 
1.2.2 The use of “出庭” in the Chinese equivalent will eliminate 

the concern that “代訟” and “代訟人” may refer to cases 
where a next friend or a solicitor is handling correspondence 
on behalf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1.2.3 “訟辯 ” may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an advocate is a 

defence lawyer.  An advocate, however, may also take up 
work of a prosecutorial nature.   

 
 
2. Miss Lau (individual) 
 
2.1 Miss Lau commented that “advocacy” could mean “訟辯” or “辯護”.  

In a case where “there is no “辯” at all, just “提出法律程序”, “訴
訟” would be more suitable.” 

 
2.2 Miss Lau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Mainland, “訴訟”  usually covers 

“訟辯” and “辯護”.     
 
 
3. School of Law,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1 The School of Law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enerally 

agreed to the adoption of “訟辯” and “訟辯人” as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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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valents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It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2 renditions are appropriate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3.2 The School also expressed its views on the term “辯護” and “訴訟代

理人”.  It considered that “辯護” is a better word than “訟辯” in 
highlighting the element of protection of legal rights of parties in legal 
proceedings, and that “advocate” may be rendered as “訴訟代理人” 
or “辯護律師” .  However, the Chinese rendition to be adopted should 
ultimately be decided by reference to the Hong Kong context.  

 
 
4.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4.1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greed to the adoption of “訟辯” and 

“訟辯人” as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advocacy” and “advocate”.   
 
4.2 The Society also reminded the Department to ensure that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as appearing in individual provisions, reflect the meaning 
of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in the c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