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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四月二十三日）在粤港

澳大湾区司法案例研讨会的致辞全文：  

 

尊敬的周强院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龚稼立院长（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岑浩辉院长（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张

举能法官（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各位尊敬的法官、嘉宾：  

 

  大家好！非常高兴参与本次研讨会。  

 

  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经

济的飞速发展对区际法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出了实际要求。在保持三

地法域的独特性之余，进一步消除区际法律冲突，需要三地在司法协作

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二○一九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签

署了《就大湾区法律交流与互鉴的框架安排》，鼓励和促进广东法院与

香港法律界建立项目，进行法律交流与协作，一同建设和完善大湾区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二○二一年七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律政司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的会谈纪要》，支持香港更

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双方同意研究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法律规则衔

接与机制对接。举办本次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案例研讨会，正是秉持着这

两份文件的精神，加强大湾区内的法律交流与合作。  

 

  今天的研讨会云集了粤港澳三地的司法、法律及学术界人士，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通过模拟法庭、研讨司法案例、对比法律规

则、协调管辖冲突，共同探讨三地应如何做好跨法域商事纠纷诉讼的规

则衔接机制对接。  

 

  犹记得二○二○年一月举办的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案例研讨会

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我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的交流，粤港澳三地的

司法、法律、学术界人士可以认识三地对于处理跨境商事争议的异同，

有助共同解决大湾区建设发展进程中的法律实践难题，积极推进大湾区

的法治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着「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法律环境，世

界独有，没有先例可依。内地法律属于大陆法系，香港采用普通法系，

而澳门的法律制度与葡、法、意等拉丁语系国家属同一个法律体系。大

湾区内的三法域涵盖了世界主要法系，如果三地能在常见的法律范畴内

制定出一套适用于大湾区最佳准则或者示范法规，则不仅可以协调三地

法律冲突，也可以供建设法治「一带一路」借鉴，为其他国家及地区提

供参考，助力构建公平、和谐及法治为本的国际社会。  

 

  深度融合的法治建设，打造大湾区共同的法治文化是大湾区未来高

品质发展的必然课题。目前粤港澳三地已达成了不少双边民商事司法协

助安排，但三边的同类型安排发展尚未成熟。因此，我建议粤港澳三地

相关部门应该对已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安排作系统整理，以过往经验为

基础，达成粤港澳三方能够签署并出台的三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  

 

  值得一提，粤港澳三地法律合作也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

考试体现出来。我特别感谢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根据二○二一年

七月签署的《会谈纪要》，将为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的法律

界人士安排内地司法实务培训课程。另外，粤港澳三地在推动调解准

则、标准一体化方面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二○二一年十二月举办的第

三次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统一的大湾区调解员资

格资历评审标准和专业操守最佳准则，为跨境调解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更

佳更好的条件和配套。  

 

  受疫情的影响，今天的研讨会线上线下双结合举行。我希望在疫情

过后，三地的司法和法律界能够聚首一堂，亲身参与下届粤港澳大湾区

司法案例研讨会，直接交流，研讨会将更有效地落实大湾区法律交流及

司法互鉴的目的。最后，感谢三地有关单位联合主办今天的研讨会，同

时也特别感谢各位讲者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及宝贵心得，相信各位一定

可以满载而归。谢谢大家！  

  

完  

2022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