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  
内地与香港特区民商事司法协助二十周年

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

袁国强资深大律师致辞全文

尊敬的沈德咏常务副院长、祝列克书记、张述元副院长、

黄柳权副主任、张举能首席法官、阎庆文院长、两地司

法、法律和仲裁界的朋友、各位嘉宾：

大家好！很荣幸出席今天的研讨会，让我有机会

与在座各位司法、法律及仲裁界的专家，共同回顾香港

回归祖国这二十年来，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发展，并

就未来如何推进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交流。

2. 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政策之下，香港特区

继续采用普通法制度，并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是两岸四地中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普通法制度有

助维护特区的法治和经济等不同领域的发展，也凸显了

「一国两制」的独特之处。但在「一国」之内，「两制」

(包括两地的法律制度 )，必须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打造良好的合作与互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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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特区《基本法》第 95 条订明，特区 “可与全

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

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 ”。这条文为两地的司法协助工作

提供了稳固的宪制基础。  

 

4. 回顾香港回归以来两地的司法协助工作，大致可

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期间，两地在民商事方面

达成三项安排，分别是关于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相

互执行仲裁裁决和相互执行当时人民商事判决。这三项

安排运作良好，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相互执行

仲裁裁决的安排，不但有助两地的仲裁界和法律界的交

流，更有助香港巩固其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

中心的地位。为令相互执行仲裁裁决更清晰和有效，特

区建议安排就临时措施方面进行补充。香港国际仲裁中

心的代表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稍后会就这方面与大家分

享她的意见。  

 

5. 随着大环境的变迁，包括内地与香港在人民、经

贸等不同范畴的交流不断增加，上述的三项安排明显不

能满足需求。此外，为进一步优化「一国两制」的全面

落实，也必须加强两地的民商事司法协助。  

 



3  

6. 在最高法沈德咏常务副院长的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两地的民商事司法协助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去年 3

月，最高法与特区律政司签订会议纪要，双方同意积极

推进三方面的工作。  

 

7. 第一方面是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取证的安排。在

最高法与特区的共同努力下，《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

取证据的安排》已在去年 12 月签订，并在今年 3 月 1

日生效。这安排的目的是协助两地当事人在现行法律框

架下，更有效和明确地取得证据。我们会继续与最高法、

特区司法机构和其他相关单位保持紧密联系，就安排执

行的情况交换意见，务求有效落实安排。  

 

8. 第二个方面是相互执行婚姻家事判决的安排。随

着两地跨境婚姻数目持续增加，这安排十分重要，可以

为涉及跨境婚姻的家庭带来更大的法律保障。双方已经

就安排的适用范围达成了基本共识，将会涵盖针对个人

的财产转让命令，以及子女管养命令，包括执行有关程

式以协助返还被不当迁移的子女。这些发展比我们早前

建议的范围走得更前，相信会让安排发挥更大的作用，

令更多涉及跨境婚姻的家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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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协力厂商面是相互执行非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

商事案件判决的框架安排。无论从法律政策、经济发展、

或是地区协作的角度，《框架安排》都有推进的必要。

但坦白说，这方面的工作相对更复杂，需要一方面顾及

国际的发展趋势 (例如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承认与执

行外国判决公约》方面的发展 )，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一

国两制」的特点，令最终的《框架安排》符合《基本法》，

贯彻「一国两制」的精神，为两地当事人提供有效和便

捷的法律机制，也要让《框架安排》与国际法律网路恰

当地接轨，令国际经贸界对我们的制度更有信心。  

 

10. 随着内地与特区的发展，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工作

变得越来越重要。最近的其中一个热门话题—「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工作—便是其中一个例子。法律的基础建

设与配套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而民商事司法协助也不例

外。  

 

11. 我衷心感谢最高法以及内地相关单位在民商事司

法协助方面作出的支持，特别是沈德咏常务副院长的指

导与支持。我们会继续与最高法共同努力，积极争取推

动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各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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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后，我衷心感谢最高人民法院、陕西省人民政

府以及各相关单位举办及支援这次交流活动。我祝愿这

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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