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二十題：調解服務 
＊＊＊＊＊＊＊＊＊＊＊  

  以下為今日（二月二十三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張國柱議員的提問和律政司司

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市民向本人反映，他們對調解服務的需求日增，但有關調解員的培訓以至

資格評審的制度依然十分混亂，令市民不知如何選擇調解服務。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鑑於律政司司長曾表示，剛成立的調解專責小組的職責之一，是制訂調解

員資格評審制度，該專責小組在這方面的工作計劃的詳情為何，以及政府就制訂

專業調解員的培訓制度的計劃為何； 
 
（二）鑑於據悉雷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的調解個案堆積如山，而即使有很多受影

響投資者（苦主）願意接受調解服務，但等候時間往往長達兩年，政府如何解決

這個調解服務的樽頸問題，以免苦主的談判條件被削弱；及 
 
（三）鑑於政府於二○一○年二月八日公布《調解工作小組報告》，並宣布展開

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所得的公眾意見為何，政府會否就諮詢的結果出版

最後報告，以及下一步如何落實報告的建議？ 
 
答覆： 
 
主席： 
 
（一）現時，在香港從事調解工作的認可調解員是經由不同的調解資格評審機構

（本地及海外）取得認可的，而各間機構都各自設有不同的培訓及評審資格規定。

設有調解資格評審的本地服務提供者當中，包括－－ 
 
＊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 香港律師會  
＊ 香港和解中心 
＊ 香港測量師學會  
＊ 英國皇家特許測量師學會香港分會 
＊ 香港建築師學會 
 
  在二○一○年年初，律政司頒布《香港調解守則》。該守則旨在為調解員訂

立通用的標準，並具有確保調解服務質素的重要作用。現時已有２１個調解服務

提供者（包括上文載列的服務提供者）採用了該守則。 
 
  調解工作小組於二○○八年成立，負責審視調解服務在香港的發展及供應情

況和其他工作。工作小組已對調解員的資格評審及培訓事宜進行研究，並於二○
一○年二月發表報告，徵詢公眾意見。根據該報告的其中一項建議，成立一個單



一資格評審組織是可取的，而且有助確保調解員的質素、使評審標準一致、向市

民灌輸有關調解服務和調解員的知識、加強市民對調解服務的信心，以及維持調

解的可信性（註１）。然而，該報告亦指出「目前並非適當時候訂定劃一的調解

員資格評審制度」及「應致力於為可能使用調解服務的人士提供適合的調解資料，

以便他們決定是否選用調解來解決糾紛，並且協助他們更能選擇勝任的調解員」

（註２）。報告建議有關成立這樣的組織的可能性應在５年內予以檢討（註３）。

然而，公眾諮詢所接獲的大多數意見書都要求盡快成立一個單一評審組織，而非

在５年內檢討成立該組織的需要。 
 
  鑑於香港有多個本地及海外的調解服務提供者，由這些服務提供者攜手合作，

成立一個資格評審組織，並議定共同接受的專業標準（包括培訓標準），是十分

重要的。應注意的是，要達到這個目標，可以考慮不同的方法。舉例來說，其中

一個方法是集中由一個組織進行調解員培訓及資格考核工作，並負責提供調解員。

另一個方法是成立一個包括各個調解服務提供者的評審資格統籌組織。重要的是

找出最適合香港的模式。為此，律政司正與各持份者緊密合作，以促進在適當時

間成立單一的資格評審組織和制定資格評審及培訓的標準。 
 
（二）根據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解釋，該局推出的雷曼兄弟相關個案調解

及仲裁服務，是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中心）負責執行，金管局負責協調轉

介符合以下條件的個案，同時資助這些個案中的投資者的調解服務費用： 
 
＊ 投資者就有關產品的投訴已由金管局轉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決定是否採取任何進一步行動；或 
 
＊ 投資者的投訴已導致一名有關人士或主管人員被金管局或證監會查明曾犯

錯。  
 
  從仲裁中心向金管局提供的統計數字顯示,自二○○八年十一月推出此項服

務以來，仲裁中心共收到３５１宗轉介申請個案，其中２９１宗已經完結。當中

９１宗經調解後成功和解，９宗調解後未能和解；１４７宗因銀行向投資者作出

補償而終止調解；和４４宗銀行不同意展開調解程序。 
 
  目前為止（二月中），仲裁中心仍在處理的個案有６０個，其中正在等待開

展調解的個案有５５個，而銀行尚未回覆是否同意調解的個案有５宗。在這６０

個仍在處理的個案中，最早提出申請的是於二○一○年五月，並未有要等候一、

兩年長的個案。由於調解程序屬自願性質，有關程序須得到銀行亦表示同意後才

可啟動。在雙方同意後，調解人會很快展開調解工作，並盡可能在獲委任後２１

日內完成調解。根據過往經驗，仲裁中心在收到銀行答覆同意調解後，一般均能

在一個月內完成調解。個別個案的處理時間較長，主要是因為要等待銀行回覆是

否同意就有關個案接受調解。 
 
（三）《調解工作小組報告》於二○一○年二月發表並進行諮詢後，就着報告書

提出的４８項建議，律政司收到的回應均十分正面和積極。我們並沒有發表進一

步的報告，而是就着報告書當中須進一步考慮的建議，因應所收到的公眾意見，

作出進一步研究，並直接落實報告書當中已得到廣泛支持的建議。我們已成立調



解專責小組，並由我擔任主席；專責小組負責協助研究和落實各項建議。在未來

的３０個月，我們會－－ 
 
＊ 與持份者合作，留意調解員資格評審制度的發展； 
 
＊ 在顧及調解的整體發展下，制定擬議調解法例的細節。我們預期，有關法例

會訂立進行調解的架構； 
 
＊ 與相關的持份者合作，監察《香港調解守則》的採用和執行情況，以及根據

經驗，檢討該守則的運作情況； 
 
＊ 與調解服務提供者、專業團體、社區組織、其他持份者、政府決策局及部門

合作，推行工作小組建議的各項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包括深化調解為先計劃、

為社區調解場地及服務使用者進行配對，以及推動更廣泛使用社區調解；以及 
 
＊ 與相關各方合作，尋求在不同界別進一步推行調解試驗計劃的機會。 
 
備註： 
１. 二○一○年二月律政司發表的《調解工作小組報告》建議２５。見６１－６

２頁，第６．１２－６．１６段。 
 
２. 《調解工作小組報告》建議２６。見６６－６７頁，第６．３７－６．３

８段。 
 
３. 《調解工作小組報告》建議２８。見７０－７２頁，第６．４９－６．５

４段。 

完 
 
２０１１年２月２３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