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3 月 11 日 

「调解为先」承诺书招待会 2015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致欢迎辞全文

冯(骅)法官、彭(耀佳)主席
1
、刘(展灏)主席

2
、各位嘉宾: 

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律政司欢迎各位出席 2015

年「调解为先」承诺书招待会。 

2. 特区政府一直致力推广香港的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

当中包括调解服务。第一次「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在

2009�年举行，第二次则在 2013�年举行，今次已经是律政

司第三次举办「调解为先」的活动。

3. 商贸活动的过程中难免会衍生纠纷。虽然香港拥有健

全的法律及司法制度，商界可以透过法庭解决争议，但打

官司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和高昂的律师费。更重要的

是，打官司往往会令争议双方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就算

最后赢了官司，也可能输了生意伙伴，长远而言可能得不

偿失。相反，调解除了较诉讼更合乎成本效益外，亦可以

更具弹性达成各方皆满意的协议，比透过法庭解决争议灵

活，亦更能减低争议同双方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简言

之，调解可以提供一个有效方法，解决社会上不同种类的

纠纷。因此律政司多年来一直积极向各阶层和行业大力推

广「调解为先」的文化，鼓励商界及其他界别当遇上纠

纷时能先考虑使用调解来解决争议。截至今日，已经有超
过 350�间不同规模、不同界别的企业、公司和组织签署

了「调解为先」承诺书。

调解与中小企

1
 香港總商會主席 
2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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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小型企业(“中小企”)是香港经济的支柱及活力所

在，聘用了大量的劳动力。现时本港共有约 32 万家中小

企，占全港企业总数逾百份之九十八，合共聘用了约五

成的私营机构雇员。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与商业表现对

本港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故中小企一直是律政司举办

「调解为先」活动的对象。事实上，调解并非只属于大

型商业机构或国际企业的专利。调解对中小企同样发挥

理想的成效，特别是有助中小企减省解决争议的成本。 

5. 今次律政司主办的「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旨在

加深中小企使用调解的认知。今天下午，「调解督导委

员会」辖下的公众教育及宣传小组委员会已举行了一场

专为中小企而设的调解研讨会，超过 150 位嘉宾出席，

当中包括法律和调解专业人员、私人公司、商会和专业

团体的代表。研讨会内容包括中小企的调解经验分享、

模拟调解示范、探讨调解的优点和实务情况，以及介绍

世界各地和不同行业的调解趋势和发展。我们希望研讨

会能够有助中小企加深对调解程序的了解，并令中小企、

商会、专业人士和其他持份者有机会就使用调解交流意

见。 

调解在香港的有利环境 

6. 特区政府在推动香港的调解服务方面，十分注重与

调解团体及其他持份者紧密合作，并致力营造有利调解

的环境及加强所需的基础设施。 

7. 在法律方面，2013 年 1 月起实施的《调解条例》，

可说是调解发展在香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目的是提

倡、鼓励和促进以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为香港订定了一

套清晰的法律框架，特别着重保障调解过程的保密性。 

8. 除了法律框架外，公众对调解的信心，往往是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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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调解员的服务素质及专业水平。2012 年 8 月成立的「香

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其中一个主要功能， 是确立一个

有效的资格评审制度，确保调解员的培训和资历，从而

巩固香港调解服务的质素。 

展望未来 

9. 律政司深信推动调解服务符合香港长远发展，亦有

助巩固香港的竞争力，包括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

业中心的地位。继今日较早举办的中小企研讨会，律政

司今年将会透过「调解督导委员会」辖下的公众教育及

宣传小组，继续举办不同针对特定界别的调解推广活动。

此外，律政司在「调解督导委员会」及其他持份者的协

助下，正研究多项措施以确保调解在香港持续健康发展，

包括研究引入道歉法例和加强调解专业化。 

结语 

10. 今天的调解研讨会和「调解为先」承诺书招待会是

我们向中小企宣传调解服务的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我谨

在此衷心感谢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

厂商联合会、香港工业总会、其他支持机构及调解业界

持份机构对今次活动的支持。我也感谢今天签署「调解

为先」承诺书及出席招待会的中小企代表。若然没有大

家的支持，今次活动不可能有今日的成绩。 

11. 最后，我祝愿今天的「调解为先」活动完满成功，

祝愿大家羊年进步，事事顺利。 

多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