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政司司长在「香港海事仲裁在中国国际海运与贸易中的作用—现状及

未来研讨会（线上）」致辞（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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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七日）在「香港海

事仲裁在中国国际海运与贸易中的作用—现状及未来研讨会（线上）」

的致辞：  

 

包先生（香港海事仲裁协会主席包荣）、初教授（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院长初北平教授）、王教授（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国华教授）、

各位嘉宾：  

 

  大家好。感谢主办机构香港海事仲裁协会、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

事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宁波大学以及各个协办和支持的机构，给我机

会在研讨会开始之前说几句话。  

 

  刚过去的二○二○年，对香港和全球而言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虽然

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的经济，但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审视现有的

制度及系统。我们创造出各种新常态，并开始逐渐适应及习惯。展望新

的一年，市场似乎有望重拾动力，恢复平稳。  

 

国际海运贸易最新情况  

 

  在国际海运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海运述

评 2020 年》报告，受疫情影响，报告预测二○二○年全球海运贸易下降

4.1%，然而亚洲继续主导全球海运贸易，各地积极推出应对措施，预计

海运贸易二○二一年开始复苏，增幅是 4.8%。  

 

  该《海运述评》报告指出，到二○二○年一月一日，就主要船舶的

价值而言，香港是全球第五大船籍登记地，位列巴拿马、马绍尔群岛、

利比里亚及巴哈马之后。就船舶的载重吨位而言，香港是全球第四大主

要船籍登记地，仅次于巴拿马、利比里亚及马绍尔群岛。  

 

  《2020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中，香港为全

球第四大国际航运中心，三甲为新加坡、伦敦及上海，显示世界经济重

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向亚洲转移的趋势日益清晰。而在中国科学院预测科

学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 年全球 Top 20 集装箱港口预测报告》，全球集

装箱输送量十强港口有七个来自中国，香港位列第九。其中，粤港澳大



湾区占三席，而且广州、深圳和香港均超过 1 700 万 TEU，就是国际标

准箱。由此可知，香港与内地海运业关系密切，在大湾区的海运发展更

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中央政府早已确立香港在国家发展的定位，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区域

性航运和争议解决枢纽。「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香港巩固和提

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共同拓

展国际领域，把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有机结合。  

 

  这个研讨会的题目是「香港海事仲裁在中国国际海运与贸易中的作

用」，正如我刚才提及，香港的发展与内地息息相关，必须把握国家发

展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地位和固有优势，香港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才能继续提升。  

 

香港的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发展概览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 BIMCO 于去年九月宣

布通过《BIMCO 法律及仲裁条款 2020》，将香港列为四个指定仲裁地之

一，另外三个则是伦敦、纽约和新加坡。这是一则令人鼓舞的消息。  

 

  BIMCO 是世界知名的非政府航运组织，致力推广全球海运业通用的

标准合同。BIMCO 这个新举措，不单对香港处理海事争议的效率及效益

投下信心的一票，也令香港跻身世界顶级海事仲裁中心。这是香港海事

仲裁协会、香港船东会和政府不同部门努力推动香港海事仲裁的共同成

果。  

 

  新条款纳入各个仲裁地的相关条文供用者选择合并在 BIMCO 的合

同内，并包含有关送达通知的新规定。香港《仲裁条例》（第 609 章）

以及示范条例中推荐的香港海事仲裁协会仲裁规则会适用于相关仲裁程

序。这对香港海事仲裁协会也是一项重大发展，协会在二○○○年二月

由一群拥有不同背景、海事知识和法律专业人士筹组成立，后于二○一

九年三月成为独立仲裁机构，宗旨为促进香港海事仲裁与调解的发展和

使用。二○一九年，它被委任处理仲裁争议 78 次，是香港专注提供海事

争议仲裁服务的重要机构之一。  

 

  我们期望有更多海事仲裁在香港进行，这不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

国际法律枢纽的地位，更有助提升香港处理海事争议的效率，支持航运

业的健康发展。  



 

  未来我们希望 BIMCO 也鼓励航运业多加利用香港的调解服务，更

普及地使用调解以解决争议。  

 

  除了国际上的成果，我也希望跟你们谈谈香港最新的一些发展。在

「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根

据香港与内地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签定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

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安排》），在内地或香港作出的

仲裁裁决可以相互执行。而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个《安排》，于去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签订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

补充安排》（《补充安排》），包括厘清《安排》所涵盖的范畴、当事

人可以在法院接受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之前或后申请保全措施、并允许

仲裁当事方在内地和香港同时申请执行同一仲裁裁决。通过《补充安

排》，《安排》的行文及实务上与现行国际惯例更全面的保持一致。签

署《补充安排》当天，双方以中英文双语发布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 10 宗

典型案例书，其中一宗正是与海事争议有关。案中当事方成功向广州海

事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在香港作出的两份仲裁裁决，包括首次终局裁决

和费用终局裁决。这体现了香港司法协助机制对跨境海事争议解决中的

重要作用。  

 

  此外，在二○一九年十月一日生效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我简称《保全安排》，是一个

重大突破，令香港成为第一个内地以外的司法管辖区，作为仲裁地时，

由合资格仲裁机构管理仲裁程序的当事方可以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措

施。《保全安排》下的第一项命令由上海海事法院在二○一九年十月八

日颁布，海事争议的当事方向香港合资格仲裁机构提出单方面的申请，

以保全、扣押和冻结被申请方在内地的财产，申请经审查后批准，及时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同地方的仲裁界反应十分正面，认为《保全安排》有助增加香港

作为处理与内地有关争议的仲裁地的一个吸引力。截至二○二○年十月

三十日，香港仲裁机构向内地人民法院合共提交了 32 宗《保全安排》下

的保全措施申请。申请分别向内地共 16 间内地人民法院提出，内地法院

共就 21 宗保全申请发布了裁决，其中 20 宗申请获批。获批的保全申请

所涉及的财产总值 97 亿元人民币。航运业界也可以受惠于《保全安排》

更有效地处理各种与内地有关的海事争议。  

 

  另外，律政司积极寻求中央支持，争取深化大湾区法律服务的开放



措施，探讨在大湾区实施「港资港法港仲裁」的政策，在无涉外因素的

情况下，让区内的港资企业选用香港法作为合同的准据法，并可以在合

同约定用香港作为仲裁地。去年八月深圳前海推出「先行先试」的计

划，11 000 多家在前海注册的港资企业，在订立民商合同的时候可以协

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包括香港法。这些措施能为大湾区企业提供更

多的选择。  

 

香港网上争议解决服务  

 

  香港一直鼓励发展法律科技，这一个需求在疫情之下更显重要。  

 

  得到政府的支持，eBRAM 中心（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正推广其

网上争议解决及促成交易的平台，提供高效、一站式跨境争议解决服

务，让身处全球任何角落的各方都可藉此透过网上促成交易和解决争

议。  

 

  对于牵涉不同司法管辖区和金额不多的海事纠纷，网上争议解决平

台提供了一个性价比高的选择，它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令到香

港提供海事争议解决服务更上一层楼。  

 

  最后，我再一次感谢大会的邀请，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研讨会分享各

个学者跟专家的意见。我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我也在这里恭祝大家新

的一年进步，身体健康，谢谢！  

  

完  

2021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