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  
第七届大中华仲裁论坛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开幕致辞

尊敬的杨 (江华 )副市长 [广州市副市长 ]、李 (复甸 )理

事长 [台湾中华仲裁协会理事长 ]、张 (涵 )副局长 [澳

门法务局副局长 ]、王 (小莉 )主任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

会主任 ]、各位法律界及仲裁界的朋友、各位嘉宾： 

大家好！非常荣幸出席这次「大中华仲裁论坛」，

让我有机会跟各位法律及仲裁专家进行交流，就国

际仲裁的最新情况交换意见。

2.  这次论坛的议题包括网络仲裁、临时仲裁、及

仲裁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角色。这些全都是两

岸四地仲裁界关心的议题。我希望借此机会，向大

家简单介绍香港在这几方面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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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仲裁  

 

3.  在网络仲裁方面，近年资讯和网络技术发展迅

速，在出现争议的时候，相对方便及成本低的网络

仲裁也越来越受重视。  

 

4 .  鉴于透过网络解决争议将成为新的趋势，香港

特区政府一直非常支持「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属下的「经济委员会」开设「网上争议解决方案」

的新项目。这个项目最终希望构建一个网络平台，

为所有成员经济体提供企业对企业（ B2B）的网上解

决争议方案。香港律政司除了派员参与讨论及交流，

也将就相关议题积极进行研究和推动工作。  

 

5.  此外，香港的「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亦计划

成立一个「一带一路」的网络仲裁及调解中心，务

求提供全面的网络仲裁及调解服务。  

 

临时仲裁  

 

6.  临时仲裁 (ad  hoc  arb i t ra t ion)在国际仲裁界已

有相当的历史，在海事仲裁等领域特别受欢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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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灵活度比较高，临时仲裁近年在国内也受到相当

的关注。在香港，当事人除可以选择通过指定机构，

例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机构仲裁外，也可

以选择不涉及仲裁机构或仲裁委员会的方式进行临

时仲裁。在香港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与机构仲裁

裁决一样，可以按照 1999 年内地和香港特区签定的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

安排》，在内地申请执行 1。  

 

7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2，横琴自贸区自 2017 年 4

月开始施行创新的临时仲裁规则 3。这新措施有助内

地与国际通行的仲裁制度接轨，进一步推动内地仲

裁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  

                                                 
1 参 看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法 ﹝ 2 0 0 9﹞ 4 1 5 号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香 港 仲 裁 裁 决 在 内 地 执 行 的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   

2 参 看 法 发〔 2 0 1 6〕3 4 号《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为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建 设 提 供

司 法 保 障 的 意 见 》 第 九 点 第 三 段 “ 在 自 贸 试 验 区 内 注 册 的 企 业 相 互 之 间

约 定 在 内 地 特 定 地 点 、按 照 特 定 仲 裁 规 则 、由 特 定 人 员 对 有 关 争 议 进 行

仲 裁 的 ，可 以 认 定 该 仲 裁 协 议 有 效 。 ”  换 言 之 ，最 高 法 院 改 变 了 以 前 仅

支 持 在 内 地 进 行 机 构 仲 裁 的 政 策 。   

3 参 看 《 横 琴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时 仲 裁 规 则 》 ， 由 2 0 1 7 年 3 月 1 8 日 第 五

届 珠 海 仲 裁 委 员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通 过 ， 自 2 0 1 7 年 4 月 1 5 日 起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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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国 际 仲 裁 对 跨 境 商 贸 和 投 资 能 够 产 生 正 面 作

用，包括提供法治营商环境，及有效而公平地保障

当事人权益。国际仲裁这项功能在「一带一路」的

框架下特别重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过六十个，她们之间

的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存在相当差异。在这情况下，

国际仲裁比传统诉讼能更有效解决跨境争议。  

 

  因此，在「一带一路」的范畴下，问题不是应

不应该推动国际仲裁，而是如何推展仲裁最能满足

「一带一路」的需要、最能让「一带一路」倡议发

挥最好效益。  

 

9 .  香港政府一直支持推动仲裁，因此香港在这方

面有相当的经验。除了鼓励香港参与「一带一路」

的推展工作，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支持香

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律政

司将继续完善香港的仲裁法律框架和配套，同时与

两岸四地的仲裁界加强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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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以至亚太区的经贸发展提

供高端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  

 

结语  

 

10.  推 动 国 际 仲 裁 不 单 单 是 为 仲 裁 界 提 供 就 业 机

会，而是为进一步完善两岸四地的法治营商环境，

同时加强两岸四地在国际仲裁界的竞争力、国际形

象和影响力。香港希望与内地、澳门和台湾共同为

这目标努力。  

 

11. 最后，我祝愿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