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新強議員辦公室 工作簡報（2023年第二季）

2023年第二季是一個忙碌的季度，立法會討論了多項法案，其中不少與法律界息息相關
，而我本季的工作以「便利」二字為目標，如立法簡化了家事訴訟程序，便利了法律界處
理相關案件；在會議上申訴香港上市制度妨礙企業發展的問題，希望政府能便利企業上市
融資；邀請律師業界參觀了解「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電子化能更便利使用者遞交與
查閱文件。

5月10日，立法會通過《2023 年法律執業者 ( 修訂 ) 條例草案》，
以規範海外律師以專案認許方式來港參與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訴訟。

原則上我支持修例，但更令我擔憂的，是條例在修訂後仍存在
漏洞，並未一刀切禁止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法案件。雖然由特首擔任把
關角色，但這仍存在出錯機會，境外勢力或會利用機制去阻礙和抹黑
香港司法制度。

通過《2023 年法律執業者 ( 修訂 ) 條例草案》



我在會議上多次直言，法律界現正面臨不少結構性問題，包括︰

．司法機構的法庭電子化落後；

．法律援助署遲遲未有支付律師費；

．缺乏培育專才律師的機制；

．PCLL 學額不足，有一半法律系畢業生未能成為律師；

．法官人手不足，案件輪候、排期和判案時間過長；

．律所營運模式過時。

針對這些問題，我期望能夠盡力協助改善，例如在5月26日，我
邀請了一眾香港律師業界代表參觀司法機構，了解「綜合法院案
件管理系統」（iCMS）。這個系統旨在便利法庭使用者與法院
之間以電子方式處理文件，包括遞交文件，查閱文件和案件，以
及進行電子支付。

我亦期望司法機構能盡快推出更多電子化服務，提高法院的工作
效率。

提出法律界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6月21日，立法會通過了《家事訴訟程序條例》，以簡單易明的
法律條文簡化了家事訴訟程序，同時特區政府亦接納了我的建
議，修改了修正案。

在《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第2條有關「子女」
的定義中，原增加了「而其後才出生」，為本法例增添限制。
經過與法律界商議後，我向政府建議刪去這一句，以維持原有
意思，即「於有關死者去世時尚在母親腹中的子女」，如此一
來，有關條文的詮釋和應用將留待法官決定，避免限制原本法
例的未來發展空間，也保障了潛在受益人的權益。

最後，政府欣然接受我的建議，並提出修正案，獲立法會
通過。

通過《家事訴訟程序條例》



本港在2022年共發生27,923宗詐騙案，而單是今年首季就已錄
得8,886宗，比去年同期上升約六成半。面對詐騙案件增加，我
在會議上提出口頭質詢，第三次詢問政府關於騙案的數據。不
過，當局仍然無法提供資料，僅指現時有健全的制度監察。

對於這個「健全的制度」，我認為仍存在不少漏洞，單看去年
兩萬多宗的詐騙案中，只有4%被成功阻止，就知道仍有不少改
善空間。而且，當局雖表示銀行業與警方有情報分享，卻連一
年的騙案數字都不能向立法會提供，即便作數據分析亦無法做
到。

要求銀行公開詐騙案件數據 

作為法律界議員，我一直重視與業界保持溝通，聽取並綜合各方意見，向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反映，
一起為香港律師爭取權益，以及開拓更多發展機會。

本季我宴請了來自香港女律師協會、香港中律協、全球華語律師聯盟、法律專業協進會、香港律師同行及
國際法商精英會的朋友討論現時司法事宜，以及香港律師進入大灣區所遇到的難題。

聽取業界意見爭取權益



4月時我外訪英國倫敦，拜訪了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聽
取辦事處在招攬人才、文化體育交流等方面的工作簡介，並與
英國律師會會長及國際事務部開會，了解英國的「另類經營架
構」制度 (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簡稱ABS) 的實施
情況，只有20%律所以ABS經營。我們也討論了全球人才荒問
題。

英國律師會非常關注香港情況及普通法制度在香港能否持續。
我向英國律師會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七一講話中和中
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都強調香港要長遠維持一
國兩制及普通法制度。我亦向英國律師會分享香港法律界的現
狀，說好香港故事。

結束外訪行程後，我又歸隊參加立法會大灣區考察團，參觀東
莞和廣州的新發展，親眼目睹國家現代化發展和先進科技
應用，見證東莞從低端製造業轉變成高端智能製造業，為香港
再工業化帶來重要啟示，亦在參觀瀝滘淨水廠的過程，研究將
香港岩洞污水廠改造為淨水廠，減輕香港水資源的壓力。

外訪與參觀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