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長出席常設仲裁法院在香港特區開展爭端解決程序的東道國協議及相

關的行政安排備忘錄簽署儀式致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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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四日）在北京出席《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和常設仲裁法院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開展爭端

解決程序的東道國協議》及相關行政安排備忘錄的簽署儀式的致辭全文︰ 

尊敬的劉（振民）副部長、尊敬的斯布勒斯秘書長、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首先非常歡迎各位出席這個意義重大的簽署儀式。我很高興見到眾

多嘉賓光臨。各位在百忙中抽空光臨，見證簽署《東道國協議》和相關的《行政

安排備忘錄》，證明了這項安排的重要性。這兩份文件將確保常設仲裁法院負責

管理的程序，可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有效進行，和得到相關的支援。 

常設仲裁法院 

  在過去差不多一百二十年來，常設仲裁法院一直致力推動國家之間採用仲裁

及其他爭議解決方式。常設仲裁法院現在已發展成為現代化、多元化的仲裁機構，

無論處理國際公法或國際私法個案，也能夠滿足國際社會對解決爭議服務急速發

展的需求。常設仲裁法院現在提供的解決爭議服務，不單涉及國家，也涉及政府

間組織及私人當事人。 

  就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的爭議，涉及亞洲的當事人的案件數目在過去數年不斷

增加。因此，對解決這類爭議的仲裁服務的需求也相應增加。目前，常設仲裁法

院的待辦個案有 96宗，其中不少個案涉及一位或多位亞洲當事人。在這發展趨

勢下，常設仲裁法院不單在其海牙總部提供服務，更透過與亞洲各成員國簽訂協

議，在亞洲不同地方提供解決爭議服務。 

  香港特區位處亞洲中心，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及豐富的仲裁經驗。香港特區

成為常設仲裁法院在亞洲擴展服務的新據點，可以說是順理成章。事實上，常設

仲裁法院去年在香港特區進行了第一次聆訊，處理一宗涉及一位外地投資者與一

個亞洲國家之間的仲裁個案，整個過程進行得十分順利和成功。 

香港特區作為國際及區域仲裁中心 

  鞏固香港特區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的地位，是香港特區政府

非常重視的政策。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繼續採用普通法，不單享有司法

獨立，也極度重視法治，絕對是進行國際仲裁的理想地方。 



 

  香港特區擁有 9 000多名本地律師及大律師，也有來自 28個司法管轄區的 1 

300多名外地律師。外國律師事務所在香港特區從事國際仲裁事務並無限制。 

 

  另一方面，香港特區一直致力提升有關仲裁和調解等解決爭議方法的法律架

構。現行的《仲裁條例》在二○一○年制定，以聯合國最新的《貿法委示範法》

為基礎，令香港的仲裁法更便利國際商業社會使用。此外，在香港特區作出的仲

裁裁決，可根據《紐約公約》在 150個地方執行。在解決涉及在內地投資的爭議

方面，香港特區是理想的中立地點。香港特區與內地簽訂了有關相互執行仲裁裁

決的安排，令在香港特區作出的仲裁裁決能有效在內地執行。 

 

  知名的國際法律組織近年也紛紛在香港特區設立辦事處。在二○○八年，國

際商會的國際仲裁院在香港特區設立首個在其巴黎總部以外的秘書處分處。在二

○一二年年底，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在香港特區設立首個內地以外的仲

裁中心，而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也在香港特區開設亞太區域辦事處。去年年底，中

國海事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也在香港特區成立，也是中國海仲委在內地以外

的首個仲裁中心。 

 

  在《東道國協議》和相關的《行政安排備忘錄》的簽訂後，我相信將進一步

鞏固香港特區作為亞太區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也可以令香港特區為國際商貿界

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結語 

 

  《東道國協議》及相關的《行政安排備忘錄》今日得以簽訂並隨即生效，全

賴大家的支持。我首先感謝常設仲裁法院建立框架，讓常設仲裁法院負責管理的

程序得以在香港特區進行，這猶如對香港特區及其法律制度投下信心一票。我同

時也非常感謝中央政府，特別是外交部（包括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

署）在此事對香港特區的支持和協助。我當然也感謝各位出席這次簽署儀式，表

達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往後會全力配合常設仲裁法院在香港特區的工作，也鼓勵各位嘉賓和你

們所代表的政府或機關，多使用在香港特區的仲裁服務。 

 

  最後，在新一年的開始，我借這個機會祝願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

順利。  

 

  謝謝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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