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次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就共同构建通用线上争议解决平

台、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等议题达成共识（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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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今日（十二月七日）下午前往澳门，出席第五

次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与广东及澳门法律部门就推进大湾

区法治建设相关议题进行年度会议。会议由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

主持，广东省司法厅厅长陈旭东等代表出席。  

 

  会上，粤港澳三方支持律政司的建议，共同推动三地仲裁以及调解

机构加强合作，三方就共同构建线上争议解决协作平台达成共识，将由

大湾区内各仲调机构之间的信息和资源共享开始，携手推动建立大湾区

通用的线上争议解决平台。相关举措回应《2022 年施政报告》中有关设

立大湾区通用线上调解平台的政策措施。三方同意合作共建线上争议解

决平台，目标是整合大湾区内调解以及仲裁的信息和资源，有助推进在

大湾区内相关资源共享以便利惠民，并推广以调解等方式进行争议解

决，同时亦有助推动法律科技的应用，并服务大湾区建立多元纠纷解决

机制。  

 

  会议亦在促进三地规则、制度及人才「软联通」上取得良好进展。  

 

  在调解及仲裁方面，三方在《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

准》的基础上，就各自制定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细则、推进设立大湾区

调解员及仲裁员名册的工作，以及推动研究承认与执行和解协议相关工

作等议题深入讨论。  

 

  在法律人才培训方面，三方就设立粤港澳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积

极交换意见，并同意在联席会议的机制下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法律人才培

养工作小组，共同研究推进三地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以充分发挥大湾区

「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  

 

  张国钧强调，大湾区在国家新发展格局中具重要战略地位，做好区

内制度衔接、规则对接、人才连接不但有助完善大湾区法治建设，而且

有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大湾区法治建设需要大量涉外

法治人才，而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能保障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亦能

持续建设大湾区法律服务国际品牌。  

 

  他指出，律政司将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推动《2023 年



施政报告》中有关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的政策措施，以

善用香港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进一步支持国家推进涉外

法治的工作。同时，为推进大湾区司法和法律研究及实务工作，律政司

正积极筹备与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恒常对接平台，作为高层次、恒常化、

机制化官方渠道。由张国钧领导的「粤港澳大湾区专责小组」亦会继续

聚焦加强大湾区内的民商事司法协助及促进法律实务接轨，以便促成更

多便民利民的举措出台。  

 

  他说：「联席会议作为推进大湾区内高层次体制建设的重要制度，

今日以面对面形式举行，是复常后首次，别具意义。我深信，粤港澳三

地在联席会议下精诚合作，有利促进三地业界强强联手，做深做实大湾

区法治建设。」  

 

  张国钧晚上返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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