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改會發表《第三方資助仲裁》報告書 （附圖／短片） 

＊＊＊＊＊＊＊＊＊＊＊＊＊＊＊＊＊＊ 

下稿代法律改革委員會發出：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今日（十月十二日）發表報告

書，建議應修訂法律，述明准許第三方資助《仲裁條例》下的

仲裁及相關法律程序，並須符合適當的保障規定。 

 

  有關建議改革旨在加強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競爭力。 

 

  本報告書是繼法改會第三方資助仲裁小組委員會所進行的

研究而撰寫的。小組委員會由甘婉玲擔任主席，曾於二○一五

年十月發表諮詢文件。在訂定報告書的最終建議時，諮詢文件

的回應意見已予考慮。 

 

  香港法院曾裁定普通法下的助訟及包攬訴訟法則繼續適用

於香港，即第三方資助訴訟同屬侵權行為及刑事罪行而須予禁

止，但有三種例外情況：（一）第三方對訴訟結果有合法權益；

（二）當事方應獲准取得第三方資助，使其可有尋求公義的渠



道；及（三）獲認可的雜項類別法律程序（包括無力償債法律

程序）。至於助訟及包攬訴訟法則是否亦適用於在香港進行的

第三方資助仲裁，終審法院於二○○七年在 Unruh v Seeberger 

(2007) 10 HKCFAR 31 一案中，表明對相關問題不下定論。 

 

  報告書建議，《仲裁條例》（第 609 章）應予修訂，述明

普通法的助訟及包攬訴訟法則（在民事及刑事法律責任兩方面）

不適用於《仲裁條例》下的仲裁及相關法律程序。准許第三方

資助仲裁的法律修訂，亦應適用於為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的仲

裁而在香港提供的服務所作出的資助。然而，由從事法律執業

或提供法律服務的人直接或間接提供的第三方資助，則不應在

准許之列。 

 

  法改會秘書長顏倩華表示，法改會認為不應剝奪有充分法

律理據的當事方藉透過《仲裁條例》下的仲裁及相關法律程序

進行追討而需要的財務支援，並且認為須進行有關改革，以加

強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競爭力。 

 

  報告書的另一項主要建議，是應為在香港營運的第三方出



資者訂定清晰的標準。法改會建議在為期三年的初段期間，採

用「輕力度」模式規管在香港進行的第三方資助仲裁。 

 

  報告書建議，應規定資助仲裁的第三方出資者須遵從由根

據《仲裁條例》獲授權的機構在諮詢公眾後所發出的《實務守

則》。《實務守則》應列明通常預期第三方出資者在一般情況

及其仲裁資助協議中須予遵從的標準和實務指引。這些標準和

實務指引包括以下條文：第三方出資者的推廣刊物必須清晰及

不具誤導性；其資助協議應列出及清楚解釋有關協議的特點、

風險及條款；以及第三方出資者必須採取合理步驟，確保受資

助方在資助協議簽立之前已就有關協議的條款取得獨立的法律

意見。 

               

  報告書建議，在《仲裁條例》的建議修訂條文生效後，仲

裁推廣諮詢委員會應獲律政司司長指定為諮詢機構，負責監察

第三方資助仲裁的運作及《實務守則》的實施情況，並聯繋持

份者。 

 

  在實施《實務守則》的首三年期結束後，諮詢機構應發表



檢討《實務守則》實施情況的報告書，並就所列載的專業操守

標準及財務標準作出更新建議。    

 

  報告書又建議，考慮是否規定普通法的助訟及包攬訴訟法

則亦應不適用於《調解條例》（第 620 章）適用範圍內的調解。 

 

  在費用保證的議題方面，法改會認為無需賦予仲裁庭命令

第三方出資者提供費用保證的權力，理由是仲裁庭根據《仲裁

條例》命令某方提供費用保證的權力已可提供足夠保障。 

 

  公眾人士可往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18 號律政中心東座 4 樓

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處索取報告書的文本，亦可於法改會的網

站閱覽其內容，網址是 www.hkreform.gov.hk。  

  

完 

201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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