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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杭州)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 

争议解决政策统筹办公室主任 

陈洁仪女士开幕式致辞全文 
 

 

尊敬的卢鹏起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戴建平副市长(杭州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谢双城副市

长(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仕浩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司

法改革办公室主任)，吴桂英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浙江省委员会会长)，李健宁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章靖忠副会长 (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副会长) ，韩国元先生(新加坡律政部副常任秘书)，

各位领导、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我很荣幸，今天能在首届由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贸促会)和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杭州

市贸促会承办的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开幕式致辞。今天，汇

集了各地的调解专家，济济一堂，分享和交流对调解发展

的意见和经验。对推动调解在亚洲以及国际的发展，必定

有莫大的帮助。 
 

2.  杭州素以中国「丝绸之府」著称，在杭州探讨「一

带一路」倡议中争议解决方式，尤有意思。此外，杭州的

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有「中国电子

商务之都」的称号。在这里探讨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最新

发展，也恰当不过。 
 

3.  现在，国家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重点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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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作「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助推器。加上「十

三五」规划的推进，将会为沿线经济体、以至全球，在跨

境金融、基础建设、资产管理、以及航运物流等多方面，

带来庞大的投资和发展机遇。内地企业「走出去」和外地

企业到内地进行投资的情况，将不断增加。 
 

4.  「一带一路」沿线各经济体有不同的法制，企业在

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时，无可避免要面对繁复的国际

商务法规、境外融资和跨境并购的法律风险，也要面对如

何有效解决跨境商业和投资争议的问题。这将积极带动内

地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经济体，对高端跨境争议解决

服务的需求。 
 

5.  相比境内商贸争议，国际商贸争议更为复杂。这些

争议，通常涉及众多争议方，繁复的合同关系和多种不同

性质的相关交易。争议各方也需要面对在法律、文化和语

言上的差异。 调解正好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 
 

6.  调解的灵活性非常高。调解的目的，是要达成和解，

过程不一定要厘清争议各方在法律上身处的位置，反而是

要得出一个各方最终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因此，调解

使用者可以避免法律制度、司法管辖权和适用法律的限

制。多方当事人也可以同一时间透过单一调解，处理涉及

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多项相关跨境商贸争议。 
 

7.  此外，国际商业调解坚持以「着眼未来，互利共赢」

的原则来解决争议。相比于其他解决纠纷方式，国际商业

调解由于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故此能够充分尊重国际商

事规律。为争议各方，创造共赢方案。 



3 
 

 

 

8.  香港作为亚太区的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

在提供调解服务予解决「一带一路」和其他跨境商贸

产生的争议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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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拥有

健全和优秀的国际化法律和解决纠纷团队。他们在国际商

贸和投资、知识产权、航运、以及解决商业争议等多个范

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当内地企业与外国企业发生争议

的时候，香港特区独有「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

可担当中立的第三地，提供优质的跨境争议解决服务。 
 

10.  另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我们的争

议解决人才，对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士沟通，有丰富的

经验。香港的调解员，在处理跨国或跨文化的纠纷时，能

理解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和争议各方共同设定最适合

解决争议的程序，协助他们理解对方的想法，从而去探讨

各方的共同利益，以达致共赢的解决方案。 
 

11.  在法律配套方面，我们在 2012 年制定的《调解

条例》，为调解提供了法律框架，保障调解过程的保密性

和无损法律权益的特质，令当事人更放心进行调解。我们

最近也通过了两条新法例。其中一条法例，容许第三者为

仲裁和调解提供资助。另一条《道歉条例》，则保障道歉

的内容不影响道歉者的法律责任，藉此鼓励透过各种型式

的道歉，协助化解争议。 
 

12.  我们也制定了《香港调解守则》为调解员订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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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标准，确保调解服务素质和提高调解员的水平。在 

2012 年成立的「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调

评会”），为调解员的资格和培训制定标准。调评会的调

解员名册，现时有超过2,100名来自不同行业与背景的认

可调解员。对不同类型的纠纷，提供优质的争议解决服务。 
 

13.  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推动调解，努力完

善各方面的配套和定期探讨有关调解的最新发展。我们认

为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必须与时并进。在电子商贸和跨境

贸易极速增长的时代，发展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有助强化

大众和企业对电子商务的信赖，并促进跨境贸易与电子商

务发展。 
 

14.  最近，在一个由香港律政司代表主持的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工作计划，以在线纠纷解

决机制，处理亚太经合组织内跨境电子商务的争议，我们

正积极研究发展有关的跨境在线纠纷解决平台。 
 

15.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国际调解面对的主要挑战，

是如何在国际上执行和解协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二工作组，正制订关于调解所产生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

行的文书草案。该文书的内容对国际调解的长远发展非常

重要，香港特区会密切注视有关发展。 
 

16.  为了更好把握跨境商贸为国际调解带来的机遇，

我们建议各地加强调解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专业资格和素

质，使调解过程更专业化。调解员也应提升不同范畴的专

门知识、经验和技能。 
 

17.  此外，怎样去将调解与其他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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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法院诉讼、仲裁、专家评估等)融合起来，令它们在

不同法制下也能够同样发挥最高效应，是往后发展的另一

个重要方向。 
 

18.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很同意卢会长刚才所说

的，并希望透过加强不同地方及不同类型调解机构之间紧

密合作，共同推动更广泛使用调解处理国际争议。 
 

19.  在这方面，律政司与中国贸促会于2010年签署了

《商事法律事务及仲裁服务合作安排》，双方同意加强交

流与合作，包括共同提高解决纠纷的水准。而2015年，中

国贸促会与香港和解中心在香港设立「内地-香港联合调

解中心」，是香港首个由两地主要调解机构合作而设立的

联合调解中心。 
 

20.  稍后，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会分别与马来西亚调

解中心及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我谨祝愿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与该两调解中心合作愉快! 

 

21.  最后，我再次感谢中国贸促会对发展调解的大力

支持，也祝愿首届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531175v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