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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亚洲调解国际研讨会 

会议主题：“世界调解新趋势 ― 共性与差异”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 

黄惠冲资深大律师致辞全文 

 

谢谢卢鹏起会长（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尊敬的姜增伟会长（中国贸促会/
中国国际商会会长）、陈冀平会长（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周强院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由于律政司司长因其他要务，未能抽身出席今天的论

坛，我仅代表司长向大会致歉。能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在亚洲调

解协会（Asian Mediation Association）第四届亚洲调解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

辞，是我的荣幸。中国贸促会作为现届亚洲调解协会主席，正好透过举办

今天的国际研讨会，汇集各地的代表，济济一堂分享经验及交流，推动调

解在亚洲稳步发展。这也正好配合研讨会的主题 : 「世界调解新趋势 – 共
性与差异」。大家既可靠「共性」同心在亚洲持续发展和推动调解，又可凭

「差异」集合亚洲各区对调解发展不同的经验，增加交流，一起向前迈进。 

 

调解共性 

2. 调解备受不同界别的用家接纳为有效的解决争议方法，获广泛

地区的法院和行政机关支持，当中的原因当然包括调解过程的灵活性和调

解员的中立性。此外，调解作为解决争议的方法，不但高效、成本相对较

低，同时由于尊重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自决权和保密原则，各方最终遵

守和解协议的比率也甚高。适当地运用调解，亦能维系商业伙伴之间的友

好关系，并创造一些并非透过诉讼或仲裁可以达致的双赢方案。 

 

3. 以上提及调解的共性，令调解过程不受地域限制。争议方可选

择合适的地方进行调解，挑选合意的调解员和调解规则进行调解，特别适

合处理跨境纠纷。调解跟诉讼和仲裁不一样，当中不需要裁定司法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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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适用法律等争议，完全由争议方主导。此外，科技日新月异，调解的发

展亦与时并进，包括发展在线纠纷解决方式。稍后的讲者也会详细讨论有

关在线纠纷解决方式的国际发展趋势。 

 

调解差异 

4. 调解发展步向国际化，调解员在处理跨国纠纷时也需要考虑随

之而来的挑战，当中包括法律及司法制度的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当

地惯常的调解方式等。 

 

5. 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和大陆法司法管辖区的调解法例也有不同之

处。例如，德国的调解法规列明在成为认可调解员前，必须完成 120 小时

的调解培训。相对其他普通法管辖区，例如香港，得到调解员资格所需的

培训并不是由法例规范的，而是由业界组织定下标准。 

 

6. 在应用调解方式方面，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和大陆法司法管辖区

也存有差异。在大陆法司法管辖区，调解普遍由法院主导，并且由法官担

任调解员。相对来说，在普通法司法管辖区，调解普遍由合资格或获得法

院批准的调解员进行，这些调解员本身都不一定是法官。 

 

7. 调解员在处理跨国或跨文化的纠纷时，如果能理解文化和语言

的差异，并适当地向争议各方解释，会有助他们理解对方的想法，甚至找

出纠纷的根源，从而去探讨各方的共同利益，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

案，以达致双赢。 

 

8. 此外，在调解差异方面，各国或地区政府亦应加强合作去推动

和鼓励人们使用调解以解决争议。在二○○八年，欧盟颁布了《关于民商

事调解若干问题的指令》（「调解指令」），这个「调解指令」旨在「便利当

事人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通过鼓励使用调解以及确保调解与司法

程式之间的平衡关系促成纠纷的妥善解决。」去年 9 月，欧盟就「调解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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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进行了咨询及评估。在今年八月发布的报告中，欧盟认为暂时没有

需要修改「调解指令」，但成员国应透过法院加强及鼓励争议方使用调解以

解决争议。欧盟亦会资助由业界推动在欧盟区广泛提供有素质的调解服务，

及继续加强调解宣传工作。 

 

9. 从调解在欧盟的发展可以看到，政府在推动调解中所扮演的角

色十分重要，透过适当的法规、守则及指引，政府可以改变人们对调解的

接受程度。这对调解在国际层面上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参与调解必须是

自愿的，所谓孤掌难鸣，若一方不愿意参与调解，调解便不能成事。故此，

让各地方的人们明白和接受调解十分重要。这亦带出我希望与各位分享香

港在发展调解方面的经验。 

 

香港调解发展的经验  

10. 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和融合的城市。在香港，无论在语言

文字、节日传统、宗教习俗、建筑设计、饮食文化方面，都能体会到传统

的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香港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一

个原因是透过不同文化的交汇和融合从而产生的协同效应。在调解方面也

一样，在香港，传统的儒家思想例如（刚才姜会长也说）「以和为贵」以及

西方对调解的观念相辅相成。特区政府多年来亦一直积极推动调解发展。

我们希望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司法机构及持份者的支持、法律

及调解人才的专业水平等使香港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 

 

11. 每个地方发展调解的基础会因为不同的因素而有所不同，这些

因素包括政府政策、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文化等。香港虽然在七、八十

年代开始已经应用调解处理家事和建筑纠纷，但在过去的十年之间，调解

在香港的发展可说是倍道而进。这个中原因包括政府政策的推动、法律与

制度的配合、法律界和相关业界的支持及大量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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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 

12.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致力推动香港成为亚太区的国际法律和解决

争议中心。自 2007 年，行政长官首次透过《施政报告》，正式将推动调解

服务订为政府政策目标，现届政府亦持续在 2014、2015 和 2016 的《施政

报告》重申对推动调解的决心。为配合政府政策，律政司亦在不同阶段设

立相关的委员会。现时常设的「调解督导委员会」不断向各界人士推广调

解、完善各方面的配套及定期探讨有关调解的最新发展。 

 

法律与制度的配套 

13. 在落实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特区在《基本法》下一直奉行

国际商贸相对熟悉的普通法制度，是中国境内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新

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和肯亚等地）的法律制度相近，亦与国际商贸惯例

接轨。当内地企业在这些适用普通法的经济体进行商业活动时，香港能够

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 

 

14. 香港司法机构对推广调解有重要及深远的影响。在 2009 年落实

民事司法改革后，司法机构在 2010 年颁布了《实务指引 31》以鼓励争议

双方在适合的情况下透过调解解决民事争议。同年，司法机构在法院设立

了「调解资讯中心」和「调解统筹办公室」为争议当事人提供有关调解的

资讯和协助。司法机构的支持为在香港提倡和宣传更广泛应用调解亦产生

关键性的效应。 

 

15. 律政司在 2012 年制定的《调解条例》，在不妨碍调解灵活性的

前提下，为调解提供了法律框架，保障调解过程的保密性，令当事人更放

心进行调解。此外，《香港调解守则》为调解员订立通用的标准，确保调解

服务素质和提高调解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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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和相关业界的支持 

16. 香港法律界和相关业界的推动对调解的发展也功不可没。多年

来，各行业，包括保险界、金融业、建筑界别等，更自行推广调解试验计

划，配合和支持特区政府推广调解工作。 

 

17. 在 2012 年成立的「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调评会”）

由业界主导，并为调解员的资格和培训制定标准，及处理调解员纪律等相

关工作。调评会的调解员名册现时大约有 2,000 名来自不同行业与背景的

认可调解员。 

 

国际调解未来新趋势 

18. 从香港在调解方面的经验，以及欧盟的发展可以看到，随着国

际商业活动的数量及复杂性不断增加，商业纠纷亦会相应增加，这为跨境

调解带来机遇及挑战，因此未来关于调解的发展必定备受瞩目。各地的调

解员需要加强培训，提高专业资格和素质，使调解过程更专业化。随着调

解在不同种类的纠纷中被广泛应用，调解员也需要提升他们在不同范畴的

专门知识、经验和技能。各地区之间应该加强紧密合作，包括考虑互认和

解协议、共同合作推广调解文化，加强培育各地的专业人才等，以达致协

同效应。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各地文化交融，调解员实有理解不同文化及

具备丰富的国际经验的必要。 

 

结语  

19. 亚洲经济发展十分良好，解决争议服务应该与时并进。亚洲国

际调解协会集合各地区的代表，设立平台促进调解在亚洲地区的持续发展，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研讨会与各位分享不同地区在

调解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并透过相互合作令调解可以发挥最大的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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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最后，我再次感谢亚洲调解协会对发展调解的支持，也祝愿第

四届亚洲国际调解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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