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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社會若要興旺，不可以沒有公平觀念：社會制度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每一個人都
有相等的機會表達意見、受到尊重和保持尊嚴。公正觀念最重要的莫過於法治，不只是有法
律，更要執行法律。公正施行公平的法治，只此一端，已足以在任何社會創造平等和使人受
到尊重。

Mike McConvi l le是愛爾蘭人，在威爾斯長大，家境清貧，小小年紀已知道何謂社會不
公。所以他矢志以社會法律學者的專業為公平原則和社會公義而努力，絕非巧合。具體而
言，他畢生致力於法律援助和協助、控辯雙方談判、陪審團審訊和法律歷史的研究工作。

McConville教授是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取得英國倫敦大學和諾丁漢大學的學位。
他的事業在英國伯明翰大學和華威大學開展，歷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最後晉升至講座
教授。他在華威大學任職期間，曾任法律研究所所長十年，以及法律系系主任八年。他亦曾
任美國紐約大學的Walter E Meyer 法學教授，地位尊貴。

McConvi l l e教授最牢固的信念和價值觀並非單是一列學術職務便可以盡道底蘊。他在
一九七七年合著的Negotiated Justice中專題討論了英格蘭刑事司法制度下的個人權利，威爾斯
當然也在探討範圍之內。這本書在一九七八年贏得Cobden Trust Human Rights Award。這個已
易名為Civil Liberties Trust的基金會原來以十九世紀的著名改革派政治家Richard Cobden的姓氏
命名，是在背後支持Britain’s 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現在只稱為Liberty的慈善組織。
這本著作展示了McConville 教授一貫風格的兩大特質：精湛透徹的學養和熱愛社會公義。該
獎表揚了這兩項特質，而這兩項特質在他對英國刑事司法制度的其他研究裡也清楚可辨，其
中尤其在他對黑人被告的研究裡最顯露無遺。

這種價值觀承擔和信念也推動了不少其他研究計劃。舉例說，Walter Meyer計劃探討了
向「貧苦」或者身無分文的被告人提供辯護服務的問題，結果為紐約的法律諮詢制度帶來深
遠的改革，其他例子還有控辯雙方談判興起的政治背景研究和專著。一九九六至九七年，
McConvil le教授領導由歐洲聯盟資助的研究小組，檢討非洲窮國馬拉維在推翻了獨裁統治者 
Dr Hastings Banda後失效的刑事司法制度。小組所作的報告確立了改革的藍圖，導致不少大型
發展計劃在這個國家開展，馬拉維的整個法律制度亦因而重組，對在這個非洲社會建立更普
遍的公平觀念起了很大作用。McConvil le教授也有些重要的研究計劃引致如土耳其、拉脫維
亞和秘魯等國家進行法律與人權改革。學術以外，他是英國一個名為Victim’s Voice的慈善組
織的創會成員和贊助人，這個組織的宗旨是通過刑事司法制度來保障罪案受害人和倖存者的
權利。二零零二至零八年，他是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委員。

香港城市大學的法律學院在二零零一年由他出任院長，實在是深慶得人。更令人欣喜
的是中大在二零零五年邀請得他出任法律學院的創院院長，二零零八年學院升格後更出任首
任院長。McConvil le教授在任內把他多年的行政和籌款技巧及經驗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別以



創辦自費課程最為成功。此外，他在建立大學制度和組織學術隊伍上所顯露的熱忱，既具遠
見，亦富革新精神，和他在學苑以外的表現是一以貫之。這股熱忱令中大受惠。我們新遷往
李兆基樓的法律學院是香港最好和最成功的法律學院之一，學院秉持的精神就是McConvil le
教授的堅守法治和保障個人權利的原則。

在來香港之前，McConville教授早已對中國的刑事程序感到興趣，其後終於在二零一一
年出版了也許是他目前為止最重要的著作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quiry。這本
書是多年來在中國進行突破性實證研究的成果，始於一九九四年一個有關刑事程序守則改革
的研討會，發展成一組大型研究隊伍則是其後的事。從二零零二年起，隊伍史無前例地實地
調查研究中國刑事法庭的審訊過程。這個研究是歷來對中國司法制度最大規模和最有系統的
實證調查，所發表的結果備受讚揚，研究工作且被形容為「歎為觀止」和「非常精彩」，因
為顯示了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化如何影響國家的刑事司法常規。

從童年在威爾斯小社區嘗受社會不公的經驗，到對世界最大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進行他
最重要的調查研究，McConvil le教授一直不易其志，堅守公正，尊重個人，為推動實踐普世
的司法制度而孜孜不已。為此，也為了他對中大的貢獻，謹恭請主席先生向法律學者、大學
領袖和刑事司法人權的捍衛者Mike McConville教授頒授榮譽院士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