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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二十八日）於北京出席「2013亞太區域仲

裁組織大會」開幕式的開場發言及致辭全文的中文譯本︰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萬季飛會長、董松根副會長、于建龍主席、馬來西亞吉隆坡區域

仲裁中心主席 Rajoo先生、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秘書長 Sorieul先生、各位嘉賓、女士們、

先生們：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出席「亞太區域仲裁組織大會」2013年會議的開幕式，與來自

世界各地的仲裁專家交流經驗。

就這次大會的主題「亞太國際仲裁未來十年──機遇與挑戰」發言之前，我衷心感謝「貿仲

委」對香港的支持。去年九月，「貿仲委」在香港設立仲裁中心，這決定代表「貿仲委」對香港

作為亞太區仲裁中心投下重要的信心一票。

  此外，我希望特別感謝「貿仲委」董會長這次的邀請與協助。我有機會跟大家見面，完全是

「貿仲委」和「貿仲委」香港仲裁中心朋友們的功勞。

  由於很多在座的朋友是外國朋友，容許我現在轉用英語就這次大會的主題跟大家分享我的意

見。

（以下為致辭全文的中文譯本）

女士們、先生們：

  我非常高興和榮幸，有機會在這大會的開幕式向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仲裁專家致辭。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探討未來十年亞太地區國際仲裁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我會借此機會：（1）

與大家分享我對仲裁在區內未來發展的若干看法；（2）向大家簡介香港作為亞太區法律及仲裁

服務中心，為提供高質素的解決爭議服務所做的工作。

（i）仲裁發展的若干看法

  窺探仲裁在亞太區的未來發展殊不容易。在座有這麼多的仲裁專家，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就未

來的發展和應做的工作進行有成效的交流。容許我在這方面只重點簡述幾項意見。

首先，我有信心亞太區的仲裁及其他另類模式的解決爭議方式（ADR）將進入一個黃金時



代。 

 

  正如不同的經濟報告指出，亞太地區是近年投資者首選的目的地，中國在這方面排名榜首，

而印度則佔第二位。今年亞洲在全球的經濟復蘇中處於領跑位置。全球的經濟重心明顯由西方轉

移至東方，而大中華地區是亞太區主要增長引擎。這意味 甚麼？答案明顯不過：越是多經濟和

貿易活動，對仲裁和其他 ADR的需求也會越多。 

 

  另一相關因素是全球化和地域融合的趨勢將持續，因此不難推論將會有更多的跨境或國際商

貿糾紛。雖然訴訟仍會是傳統的解決爭議方式，但國際仲裁及其他形式的 ADR必定越來越普及，

因為它們享有傳統訴訟缺乏的優勢。 

 

  投資仲裁的崛起便是引證以上觀點的一個例子。世界銀行五月份的報告指出，未來二十年全

球流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額將比現有水平增長三倍，到二○三○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

投資者，佔全球投資總額百分之三十，而印度則佔百分之七。 

 

  除了私人企業（P2P）之間的商事糾紛外，預期在亞太區內投資者與政府之間（P2G）的投

資爭議亦將會隨 跨境投資活動頻繁而增加。為保護跨境投資活動，投資促進和保護協定在二十

世紀中興起。近年受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一再停滯的影響，不少世貿成員積極簽訂雙邊及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區域貿易協定等安排，這些協定有不少是包含投資保護

條款。 

 

  投資保護協定及相關條款一般也容許境外投資者將與東道國之間產生的投資爭議交付仲

裁。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五月份發表的數據顯示，去年在投資者與國家爭議解決機制下提交的

案例數目創歷史新高的５８個，顯示越來越多投資者開始使用這機制來解決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

爭議。 

 

  內地公司作為投資方，亦開始使用 P2G投資仲裁機制。例如在二○一○年，中國黑龍江國際

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等依據中國與蒙古的雙邊投資協定，在 UNCITRAL框架下向常設仲裁法院提

出仲裁請求。此外，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去年九月，向 ICSID 提交仲裁請求書，

要求比利時政府在二○○八年金融危機期間對富通銀行進行國有化因而對平保造成的經濟損失作

仲裁。在全球跨國企業將中國視為投資的首要目標，而中國企業亦積極「走出去」的同時，可以

預期亞太區（包括大中華地區）的投資爭議會持續上升。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應如何裝備自己，以迎接亞太區仲裁黃金時期的來臨。除其他議題外，

我認為至少有三方面值得我們留意。 

 

  首先，我們需要在區內營造仲裁文化和有利仲裁的環境。這方面不單需要仲裁界的努力，也

要包括政府、商界、法律界及司法界等相關持份者的協助。 



 

  第二，我們應採取措施，致力令仲裁服務能有可持續發展。諸如仲裁員的素質、仲裁費用的

適度調控及仲裁程序的效率等議題均值得考慮。此外，研究工作，包括跨界別的研究工作，從而

探討在亞洲與西方文化差異下如何完善仲裁在亞太區的發展，也應持續地進行。 

 

  第三，仲裁與其他 ADR模式之間的關係也值得研究。不同模式的 ADR享有不同的優勢。

當面對糾紛時，用家應有多方面的選擇。仲裁不一定要以獨立、個別的模式進行。反之，在適當

情況下，仲裁與其他 ADR模式合併後能產生最大靈活性和優勢。仲裁與調解的結合便是當中一

個好例子。 

 

（ii）香港作為亞太地區的國際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中心 

 

  作為香港律政司司長，我其中一個職責是推廣香港的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因此，容許我用

一點時間向大家簡介香港在這方面的近況。香港作為亞太區的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不

斷完善相關制度。 

 

香港仲裁法律改革 

 

  首先，我們不斷完善香港的仲裁法例，以吸引更多當事人以香港為首選的仲裁地。現行的《仲

裁條例》，統一香港過往的本地及國際仲裁制度，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國際商事仲裁

示範法》為基礎，採用一套廣為熟悉的國際仲裁制度，便利商界和仲裁人員使用，從而吸引他們

選擇在香港進行仲裁。 

 

  我們亦密切留意仲裁界的發展。香港於早前提交《仲裁條例》的修訂草案，從而令緊急仲裁

員所批准的緊急濟助，可按照《仲裁條例》強制執行。我們期望該草案在下月中旬能獲立法會通

過。 

 

香港仲裁裁決獲世界各地認可和執行 

 

  一般而言，決定仲裁地的主要因素，包括該地方的仲裁裁決能否廣泛地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獲

得相互承認和執行。在香港所作出的仲裁裁決，至今已可根據《紐約公約》與超過 140個司法管

轄區相互承認和執行。 

 

  我們仍然不斷致力與其他司法管轄區拓展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的網絡。印度政府於去年三月宣

布，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是《紐約公約》下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的相互執行夥伴，確

認香港仲裁裁決可在印度強制執行。 

 

  相信國際仲裁同業均會同意，在大型國際仲裁案件中，涉及中國企業的案件明顯上升。早在



一九九九年，香港與內地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並在二

○○○年二月一日生效。鑑於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在內地執行，為採用香港仲裁服務的當事人

提供在內地執行仲裁裁決的肯定性。 

 

  今年一月，香港與澳門亦簽訂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我剛才提及的條例草案生效

以後，香港法院可按該安排強制執行在澳門作出的仲裁裁決。 

 

  據我們理解，根據香港和台灣雙方現時各自的法律框架，應可執行對方的仲裁裁決，故此香

港的仲裁裁決現應可以在大中華地區強制執行。但由於考慮到仲裁服務的使用者期望能有一明確

的安排以便執行兩地的仲裁裁決，香港政府積極建議與台灣訂立一個更清晰和簡便的相互執行仲

裁裁決的安排。 

 

設有世界級仲裁機構的辦事處 

 

  香港的另一項優勢，是設有世界級仲裁機構的辦事處。本地自一九八○年代已創立的「香港

國際仲裁中心」，為獨立的爭議解決機構。 

 

  二○○八年，「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香港設立其亞洲秘書處分處，成為該院首個在其巴

黎總部以外設立的秘書處分處。去年九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在香港設立仲裁中

心，成為貿仲委在內地以外的首個仲裁中心。隨 這些國際知名的仲裁機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加上香港既有的仲裁機構，香港擁有更完備的條件去滿足亞太區內對高端解決爭議服務的需求。 

 

  未來我們會繼續積極吸引享負盛名的國際法律、仲裁和調解機構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從而鞏

固香港作為亞太區的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香港政府早前宣布，在前中區政府總部預留

部分地方，供法律、仲裁和調解相關的非政府機構設立辦事處，以協助這些機構在香港發展有關

服務，從而強化香港在這方面的國際競爭力。 

 

投資者與國家的爭議解決 

 

  我早前曾提及投資仲裁。香港有成熟的普通法法律制度，設有國際知名的仲裁機構，擁有完

善的仲裁設施、具有國際視野、掌握國際規則的人才，有能力處理 P2P及 P2G等不同種類的仲

裁。加上香港位處亞太區，並鄰近內地，這一切都令香港享有獨特優勢，就區內（包括大中華區）

的民商事糾紛，提供高素質的解決爭議服務。 

 

調解 

 

  除仲裁外，香港亦致力提倡和發展調解服務。新的《調解條例》已於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起

實施，《條例》訂定了一套法律框架，當中特別 重保障調解通訊的保密性。去年八月，「香港



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成立，該協會由業界主導，旨在確立一個有效的資格評審制度，確保調解員

的質素，從而鞏固香港的調解服務，強化香港作為亞太區解決爭議中心的地位。 

 

（iii）總結 

 

  現任香港行政長官在今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中重申，強化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

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地位是香港政府的重要政策。作為亞太區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積極參與區內

的經濟發展。與此同時，我們相信，香港同樣能發揮優勢，就區內不斷增加的民商事糾紛，提供

高端和卓越的爭議解決服務。 

 

  最後，我再次多謝大會給予我發言機會，並祝願大會取得美滿的成果。 

 

  謝謝。 

完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星期五） 

 




